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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载人航天迎来“超级年”

“上海智造”飞船进入批量生产时代

位于上海的中国航天科技

集团八院承担神舟十二号飞船

的电源分系统、 对接机构分系
统、推进舱结构与总装、测控通
信子系统、 总体电路分系统推
进舱电缆网及三舱配电器等研

制任务。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八
院载人航天工程载人飞船 、货
运飞船系统副总指挥顾侧峰日

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当前
飞船研制、发射、飞控任务接续
实施、交叉并行，实施密度之高
前所未有。 这对八院飞船型号
的研制工作提出了前所未有的

高要求。

从数年一艘到一年多艘

2021 年 ， 是载人航天的
“超级年”。 4 月 29 日，我国空
间站的“第一块积木”天和核心
舱顺利就位；5 月 29 日， 天舟
二号货运飞船发射成功并实现

与核心舱的满分对接 ；6 月 17
日，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成功
发射， 完成与核心舱的快速交
会对接， 航天员顺利进驻核心
舱。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我
国载人航天领域已经圆满实施

了三次重大发射任务， 达到了
前五年的发射任务量总和。

自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起

步， 飞船型号的研制工作坚持
稳中求进。 从神舟一号到神舟
十一号， 先后突破了从无人到

有人，从出舱活动到交会对接，
从短期在轨试验到中期驻留停

靠的关键技术攻关， 具有中国
特色的飞船早已成为中国载人

航天领域的闪亮名片。 从神舟
五号首次载人飞行到神舟十一

号完成中期在轨驻留 ，13 年
间， 神舟飞船平均两年就会搭
载一批航天员圆梦太空。

据中国载人航天办公室介

绍，我国将在 2022 年前后建成
属于自己的空间站。建造期间，
将陆续发射 4 艘载人飞船往返
天地， 执行空间站关键技术验
证与建造任务； 后续空间站建
成后， 每年将会有多艘飞船往
返运送航天员进入空间站 ，进
行长期有人照料运营。

“飞船任务环环相扣，任何
一艘船不容出现重大质量问

题， 这对飞船产品的高质量生
产、 高效率交付提出了极高的
要求。 ”为此，八院积极探索飞
船组批投产的高效率研制模

式，通过产品定型、一次投产分
批交付、严格质量控制等方式，
力争实现空间站建造和运营阶

段飞船产品组批研制“好、快、
省”的目标。

确保不带隐患上天
“载人航天，人命关天”，小

到一个器件，大到整船试验，八
院研制团队进行了周密细致的

规划，以极其严肃、极端认真、
极度负责的态度对待每一个部

件、每一个产品、每一个流程的
更改。 以飞船型号八院产品来
说 ， 抓总研制的产品涉及 72
台/套。 如何保证各阶段的产品
质量， 是进行大批量投产工作
的关键。

为此， 八院飞船项目办在
2016 年开始制定产保大纲和
产保流程， 提前识别飞船各研
制阶段的上百个风险点并严格

把控；在生产过程中，安排专人
对强制检验点、 关键检验点进
行检查管控，确保“零缺陷、零
故障、零疑点”；产品验收时，除
了对产品实物细致检查外 ，还
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所有文件

资料逐一核查。 以飞船推进舱
舱体结构的验收来说，“我们会
对每个舱体的外观、 多余物以
及其他影响性能的关键环节进

行检查确认， 比如逐个确认整
个舱体共计近 700 个螺钉的拧
紧力矩和防松， 确保每一个产
品不带隐患上天。 ”推进舱结构
主任设计师欧红旗说。

交付时间大大缩短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八院载

人航天工程载人飞船、 货运飞
船系统副总设计师张崇峰介

绍，在一次次成就“太空之吻”
的背后， 八院研制的对接机构
凭借其可靠稳定的优越性能 ，
提前迈入了产品化的进程 ，这
让团队在面临飞船的组批投产

工作时，更加胸有成竹。

“我们计划每年投产 5-6
套对接机构， 在满足飞行任务
需求的同时， 还能保证一定的
存量。 ”805 所对接机构分系统
主任设计师姚建介绍。 八院研
制团队在天舟货运飞船在轨飞

行验证成果的基础上， 提出了
载人飞船与货运飞船对接机构

产品通用的方案， 将部组件产
品化、通用化。 通过一批投产、
多船使用的方式， 不仅大大节
省了研制成本， 还完善了部组
件组批投产的机制， 有效提高
了双线作战的效率。 “以往从生
产、总装到试验，一套对接机构
交付使用需要 10 个月，现在我
们可以实现 6 个月。同时，组批
意味着有源源不断的产品进行

交付，一旦有临时发射需求，我
们具备在最短时间内实现总装

测试并投入使用的能力。 ”
随着组批投产的顺利开

展，生产设计流程的优化、原材
料采购周期的减少……悉数组
批投产的诸多优点 ，805 所飞
船型号的设计师们感受到了降

本增效带来的红利。

大国重器匠心铸就
按照中国载人航天办公室

的安排， 此次航天员在轨驻留
长达 3 个月， 如何在稳定地提
供能源供给的情况下， 保障航
天员安全返回？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八院电

源分系统主任设计师钟丹华介

绍，从神舟十二号飞船开始，电
源分系统完全建立并引入了产

保的概念。 研制团队编制了分
系统产保大纲， 各单机形成独
自的产保实施细则， 成立了一
支专门的产保队伍。同时，电源
分系统自产品设计阶段增加了

一些特色工作， 引入产保要素
这一新概念，对设计、工艺等方
面的产保要素进行过程控制 ，
“统筹规划， 确保技术状态受
控， 保证神舟飞船的质量稳定
性和可靠性。 ”

神舟十三号时刻待命
“无论是 3 个月还是后续

更长的 6 个月， 对电源分系统
来说， 最重要的是做好应急处
置即故障预案的准备。 ”钟丹华
说，“针对飞船飞行入轨初期到
运行到返回的全流程， 我们制
定了 30 余项故障预案并开展
了故障演练。 ”

为保障航天员安全， 飞船
在轨运行期间，地面必须 24 小
时监控电源分系统性能数据 ；
在发射基地， 作为应急救援待
命飞船的神舟十三号定期巡检

同步开展；同一时间，神舟飞船
后续型号在北京的整船综合测

试、 电源分系统单机产品在上
海的研制生产有序推进。

困难， 对这支特别能战斗
的团队来说从来不是问题。 他
们信心十足，刻苦攻关，攀登一
个又一个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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