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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海南文昌12月22日电（记者胡
喆、周旋）记者从国家航天局获悉，22日12时
37分，我国自主研制的新型中型运载火箭长
征八号首次飞行试验，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
场顺利实施，火箭飞行正常，试验取得圆满
成功。

长征八号运载火箭充分继承长征五号、
长征七号运载火箭技术成果，采用无毒无污
染推进剂，芯一级直径3.35米，芯二级直径3
米，整流罩直径 4.2 米，捆绑 2 枚直径 2.25 米
助推器，全长约 50.3 米，起飞质量约 356 吨，
700 公里太阳同步轨道运载能力不小于 4.5

吨，填补了我国太阳同步轨道3吨至4.5吨运
载能力空白，对加速推进运载火箭升级换代
具有重要意义，将与长征五号、长征六号、长
征七号等无毒无污染运载火箭，构成运载能
力大、中、小布局合理的新一代运载火箭
型谱。

长征八号运载火箭首飞搭载的 5 颗试
验性卫星准确进入预定轨道，相关卫星载
荷将对微波成像等技术进行在轨验证，开
展 空 间 科 学 以 及 遥 感 、通 信 技 术 试 验 与
应用。

长征八号运载火箭工程于 2017 年由国

家航天局批复研制立项并组织实施，中国航
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所属中国运载火箭技
术研究院抓总研制运载火箭系统，中国卫星
发射测控系统部负责飞行试验组织实施。
此 次 任 务 是 长 征 系 列 运 载 火 箭 第 356 次
发射。

长征八号首飞成功长征八号首飞成功

□新华社记者 温竞华

记者从中国电子科技集团获悉，中
国电科在此次长征八号发射任务中持续
发挥技术创新能力，为火箭和卫星提供
了测控通信、卫星载荷、电源产品和关键
元器件等设备，全程保障支撑发射。

“小个子”扛起数据传输大旗

如果把航天器比作飞在太空的风
筝，那么测控系统就像是一根看不见的
风筝线，实现航天器在各飞行阶段的轨
道测量、遥测、遥控和图像传输等工作。
其中，天基测控利用天链卫星系统进行
数据中继，实现火箭遥测数据的超视距
传输，相比陆基、海基测控，具有全程覆
盖、实时性高的特点。

中国电科为长征八号研制的 ka 频
段天基测控设备，实现了ka频段高速中
继传输在运载火箭飞行任务的运用。

“确保火箭在飞出国境后地基雷达
不能跟踪时，能够实时获取火箭遥测数
据。”中国电科技术专家说，这一新设备
采用 ka 频段的中继测控终端和相控阵
天线，在传输速率等方面性能更好。长
征八号系列后续的发射任务将主要依赖
天基传输，天基测控系统将直接扛起数据传输的大旗。

功能更强劲，个头却变小了。据介绍，中国电科综合利用
芯片技术和微组装工艺，实现了天基测控设备的小型化，解决
了运载火箭对设备的应用需求，处于国内领先水平。

为卫星“在线工作”注入满满活力

本次发射，长征八号成功将五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在
其中的海丝一号和新技术验证七号卫星上，中国电科配套了
卫星载荷和电源产品，为卫星“在线工作”注入满满能量。

“海丝一号”是中国电科和天仪空间研究院联合研制的国
内首颗商业 SAR 卫星，其载荷由中国电科自主研制，具有轻
小型、低成本、高分辨率特点。基于C频段轻量化有源相控阵
天线和一体化中央电子设备集成等技术，可全天候、全天时对
陆地、海洋、海岸进行成像观测，为我国海洋环境、灾害监测和
土地利用等提供服务。

在新技术验证七号卫星上，随着太阳翼展开到位，由中国
电科研制的电源产品也开始为卫星注入能量。

“作为卫星能源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太阳电池
阵在光照期为卫星负载供电，同时给蓄电池组充

电。”中国电科技术专家介绍，为该星配套的太阳
电池阵，兼顾防静电放电设计、抗原子氧设计、

耐高温设计，可为卫星在轨翱翔提供源源
动力。

打造通信“千里眼”“顺风耳”

无论飞到哪里，都能清晰看到火箭的
踪迹。这背后，是中国电科研制的卫星通

信系统在发挥着“千里眼”“顺风耳”的作用。
“卫星通信系统负责搭建文昌发射场与其

他指挥中心的卫通链路，可将任务过程中的关键
数据传输至参试单位，它就是指挥中心的眼睛和

耳朵。‘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之所以成为现实，靠的
就是它。”中国电科54所卫星通信系统总师李晓芳说。

据介绍，为构建“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信息传输网络，
中国电科还研制配套了包含网络、网管、安全等三大系统的地
面通信 IP网，数以千计的设备在地面架设起一道道“信息传
输大路”，并对地面通信设备的状态和通信链路进行监控，实
现整个信息系统的通信安全，让画面和语音更连续、更清晰、
传输更快。

李晓芳说，这张通信测控网已经成功保障了长征七号、长
征五号的首发任务以及长五遥三任务，经过多次升级建设，目
前运行情况良好。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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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日报讯（记者马利 通讯员魏强）
12月22日12时37分，河北工业大学“元光
号”科学实验卫星随长征八号运载火箭成
功飞天。卫星正常入轨，遥测参数正常，太
阳翼、天线均展开正常。“元光号”为该校与
长沙天仪空间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合作研
发的第一颗卫星，其空间科学载荷由该校
独立研发。

“元光号”卫星为一颗20公斤级空间科
学实验卫星，主载荷为河北工业大学研制
的空间摩擦学实验载荷，主要任务是利用
立方星开展空间机构学与摩擦学科学实
验，以此探究材料级、部件级到系统级的力
学性能随服役时间的变化规律，建立机械
系统界面微观力学行为与机构宏观运动的
跨尺度机械学规律模型。

在命名方面，“元光”源于河北工业大学
首任院长魏元光之名，河北工业大学沿以百

年的办学特色“工学并举”为其所提倡，“勤
慎公忠”的校训也由他所题。卫星总负责
人、河北工业大学副校长胡宁介绍，微小卫
星计划是该校发展的重要工作计划之一，可
深化学科交叉融合，推动学校双一流学科建
设，助力我省智能装备与先进制造的提速升
级，为服役可靠性、跨尺度机械学等基础学
科的发展提供新方案和新思路。

“元光号”卫星的发射，实现了河北工业
大学与相关机构在商业航天领域的成功合
作。双方将合作推动微小卫星智慧产业发
展，建设卫星部组件地面和在轨服役可靠性
评鉴中心，构建卫星部组件与载荷健康大数
据中心；推动立方星智能制造示范生产线的
标准和智能化，助力高端装备智能制造产业
升级；完善卫星信息地面智能接收系统和大
数据应用，结合人工智能算法提升卫星数据
利用效率，服务于智慧城市建设。

未来的火箭将是什么样？可重复
使用？高度智慧化？专家表示，长征
八号在不久的将来，可以把你想象中
火箭的样子，一一变为现实。

长征八号运载火箭研制团队通过
深入研究分析各种减载稳定控制方
法，并采用自抗扰技术进行实时补偿
控制，提高主动减载的效果，解决了大
整流罩带来的难题，提升了火箭姿态

控制的自主适应能力和智慧化水平。
此外，长征八号将还采用“两平一

垂”的模式，即水平组装、水平状态整
体运输、星罩组合体垂直转场对接，探
索 我 国 运 载 火 箭 快 速 发 射 的 实 现
路径。

预计在 2022年前后，融合型长征
八号火箭将实现“两平一垂”，可简化
发射场建设规模，发射区不再需要庞

大复杂的塔架，减少建设成本。
未来，通过调整助推器数量，长

征八号还将形成不同运载能力，实现
系列化发展，并不断迭代优化，成为
我国中低轨卫星发射市场主力火箭，
为我国后续卫星组网工程建设提供
有力支撑。（参与采写：张未、王伟童、
高崇芮）

新华社海南文昌12月2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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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胡 喆
周 旋 郭良川

22 日午间，
由中国航天科技
集团有限公司所
属中国运载火箭
技术研究院抓总
研制的长征八号
运载火箭在中国
文昌航天发射场
“一箭五星”成功
发射。这是我国
新一代中型运载
火箭长征八号的
首次飞行任务，也
是长征系列运载
火箭的第 356 次
飞行。

随着我国航天技术的不断发展，
中低轨卫星发射需求越来越旺盛，而
目前我国新一代运载火箭的运载能力
尚存在空白，不能满足3吨至4.5吨太
阳同步轨道发射需求。长征八号应运
而生，它能将我国运载火箭太阳同步
转 移 轨 道 运 载 能 力 从 3 吨 提 升 至
4.5吨。

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总体部
设计师钱航介绍，太阳同步轨道的轨
道平面与太阳的夹角保持不变，有利
于卫星对地面进行长期观测。太阳同
步轨道可以为一些观测型的任务提供

较稳定的太阳入射条件，在太阳同步
轨道上运行的卫星，可在相同的时间
和光照条件下观察云层和地面目标。
因此，气象卫星、地球资源卫星一般都
选取太阳同步轨道，以拍摄出最好的
地面目标图像。

长征八号运载火箭总指挥肖耘表
示，长征八号的首飞成功，将有力推动
我国中型运载火箭的更新换代，而且
将带动和牵引我国未来中低轨卫星的
发展，满足未来中低轨高密度发射任
务需求，对航天强国建设具有重要
意义。

肖耘介绍，目前我国具备中
低轨道发射能力的主力运载火箭，
能够将3吨的有效载荷送到太阳同步
轨道。长征八号将此项能力提升到了
4.5吨，这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能力的
提升，对卫星等有效载荷来说也将是
一个平台的升级换代。

“在太阳同步轨道上，具备5吨级
运载能力的长征八号，将和长征五号、
长征六号、长征七号、长征十一号等新
一代运载火箭形成更加优化、合理的
能力布局，这将大力提升中国航天进
出空间的能力。”肖耘说。

要想实现火箭的重复使用，发动
机推力调节是重要的技术。此次发射
中，长征八号应用了发动机推力调节
技术，这在我国运载火箭中是首次工
程应用，为后续重复使用技术提前进
行了相关先期技术验证，为我国可重
复使用运载火箭研制打下坚实基础。

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起，就围绕
新一代运载火箭开展了规划，逐步形成
了小、中、大新一代运载火箭的型谱发
展规划。长征八号运载火箭研制团队
为了搭起中国航天更广阔的舞台，将进
一步挖潜运载火箭能力、构建完善的运

载火箭型谱作为团队追求的新目标。
创新就意味着风险，但研制团队

更将创新看作提升能力、锤炼队伍的
动力。长征八号运载火箭总设计师宋
征宇说：“中国航天60多年的成就，就
是在自主创新的道路上一步步走过来
的，长征八号是我国新一代中型运载
火箭的代表。”

长征八号运载火箭副总指挥段保
成介绍，长征八号在立项之初就确立
了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进行研制，充分
考虑了技术与经济的一体化，通过包
括项目制、高继承性的尝试，实现火箭

成本的有效控制。
“长征八号本身运载能力达到 5

吨级，而起飞规模为356吨，运载效率
在国内火箭中是名列前茅的，必然带
来很高的性价比。”段保成说。

“未来 5 年至 10 年太阳同步轨道
的较大吨位航天发射任务需求旺盛，
长征八号应运而生，它是首款国家立
项的面向商业市场的运载火箭，肩负
着控制成本的使命，在电气、结构等方
面开展低成本设计的同时，通过开展
垂直起降研究，实现可重复使用，进一
步降低成本。”钱航说。

河北工业大学“元光号”
卫星随长征八号成功飞天

▲河北工业
大学“元光号”卫
星整体外形。
河北日报通讯员

魏 强摄

填空白 推动我国中型运载火箭更新换代

可重复 运载效率名列前茅 性价比高

高智商 你期待的火箭样子它都有

相关

填补了我国太阳同步轨道填补了我国太阳同步轨道
33吨至吨至44..55吨运载能力空白吨运载能力空白

▼在中国文昌航
天发射场发射区垂直
测试厂房拍摄的长征
八号遥一运载火箭
（12月16日摄）。

新华社发

12月22日，长征八号运载火箭发射现场。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