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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30 日 4 时 13 分，我国在西昌
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十一号运载火
箭，采取“一箭双星”方式，成功将新技
术试验卫星G星、H星发射升空，卫星
顺利进入预定轨道，任务获得圆满成
功。

新技术试验卫星 G 星、H 星主要
用于在轨开展新型对地观测技术试
验。

这是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首次执行
固体运载火箭发射任务，也是中国航
天在全国两会胜利闭幕后的首次发
射。

“这次任务极大提升了中心卫星
发射快速组网和补网能力，为很好地
满足自然灾害、突发事件等应急发射
需求奠定基础。”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党
委书记董重庆说。

长征十一号固体运载火箭是目前
我国唯一一型可以通过陆地和海上发
射的运载火箭，2015 年 9 月在酒泉卫
星发射中心实现首飞，2019 年 6 月海
上发射取得成功。

为圆满完成这次任务，西昌卫星
发射中心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前提下扎
实推进各项任务准备工作，组织开展

厂房大门、龙门吊、桥梁道路等条件改
造，全面深入开展质量复查整改和举
一反三，深入查找问题隐患和薄弱环
节160余个，制定整改措施330多条，
确保了发射任务圆满成功。

组建于 1970 年 12 月的西昌卫星
发射中心，自1984年以来已执行150
余次发射任务，具备发射10多种长征
系列运载火箭能力，是我国发射能力
最强、发射次数最多、发射密度最高的
航天发射中心。

近几年来，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高
密度发射已经常态化，2016年以来完
成数十次航天发射任务，约占中心成
立50年来发射总量的38%、我国同期
发射任务数量的43%。

据了解，北斗三号最后一颗全球
组网卫星6月将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择机发射。为此，这个中心针对西昌
发射场区地域和季节风险特点、难点，
打出防疫、防火、防震、防汛、防质量风
险、防“三误”的“六防”组合拳，全力以
赴防范风险，有力保证包括北斗任务
在内的3次并行发射任务按计划顺利
实施。

据新华社

从2015年9月首飞至今，长征十
一号火箭已连续九次成功将39
颗卫星送入太空，连续9次高精

度入轨、零窗口准时发射，充分展示了
火箭优异的可靠性、任务适应性和多样
化发射能力。

发射场景多：
“大陆、大海”任尔翱翔

长征十一号火箭由中国航天科技
集团有限公司所属中国运载火箭技术
研究院抓总研制，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
中唯一一型固体运载火箭，可在不同发
射场、海上和陆地实施发射。火箭全长
近21米，重58吨，起飞推力120吨，兼
容 2 米和 1.6 米两款整流罩，可将 500
公斤的有效载荷送入 500 公里的太阳
同步轨道。

“与以往的发射任务相比，此次发
射任务实现了三个突破。”长征十一号
火箭总设计师彭昆雅介绍，这三个突
破，即首次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执行火
箭发射任务；首次采用 2 米直径整流
罩；首次采用全新信息化发射平台实施
发射。

继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陆上发射
和山东海阳的海上发射之后，此次长征
十一号火箭首次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执行发射任务，充分利用新发射场的地

理纬度、海拔高度的优势，在较短的时
间里完成了合练和首飞任务，充分验证
了运载火箭的较强的环境适应性。

彭昆雅介绍，与此前1.6米直径的
整流罩相比，此次任务首次采用2米直
径整流罩，为卫星提供了更大的使用空
间，更好满足多星发射需求。发射的两
颗卫星采用串联布局，首次在固体运载
火箭上设计了内支撑结构，将整流罩隔
离出“loft结构”，能够为卫星提供良好
的“居住环境”和“搭乘体验”。

在此次任务中采用的全新的发射
平台具有高度集成、高度智能的特点，
具备独立实施发射能力。可灵活选择
发射点，大幅增强陆地发射的轨道适应
性。采用智能化测试系统，大幅缩短了

发射准备时间。

“通过此次发射充分验证了长征十

一号火箭对发射任务的适应性和多样

化发射的能力，未来火箭还将持续增强

海、陆全域发射能力，将长征十一号火

箭打造为国内适应性较强的运载火
箭。”彭昆雅说。

履约周期短：
“快响利箭”名副其实

在新一代运载火箭家族中，长征十
一号火箭有“快响利箭”的美称。更重要
的是，科技人员在不断总结发射经验的
基础上，不断革新，使“快箭”越来越快。

以往，长征十一号火箭发射任务的
履约周期至少需要七八个月甚至一年，
而现在在极限情况下，一发火箭从论证
可行性到实施发射只用五个多月。

“这得益于型号队伍一直以来积极
探索固体运载火箭的去任务化管理和
并行设计思路。”长征十一号火箭副总
指挥金鑫说，研制团队在火箭箭体总装
去任务化基础上，实现了飞控软件的去
任务化。

“总装和测试效率的提升，为今后
长征十一号火箭进入高密度发射奠定
了基础。履约周期越短，市场快速响应
能力就越强。”金鑫说。

市场更广阔：
“太空专车”席位亮相

目前，长征十一号火箭已经成为实
用的商业火箭，在市场上真正实现了商
业发射。未来研制队伍还将在现有基础

上研制一款新型火箭，运载能力达2吨。
“运载能力越大，每单位重量的有

效载荷进入空间的成本就越低，火箭的
经济性就越好。”长征十一号火箭总指
挥李同玉说。

届时，火箭的发射价格仅相当于国
际主流发射价格的三分之一，具备强劲
的国际竞争优势，能为各类型载荷提供
专属、定制服务，开拓中国长征火箭更
为广阔的商业市场。

李同玉告诉记者，研制队伍在主载
荷有剩余运载能力的情况下，开发了搭
载服务，专门为未来剩余运载能力的开
发开了窗口，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
每半年就在网上更新长征十一号火箭
剩余运载能力的搭乘机会。

这种主动亮出“太空专车”席位的
做法为长征十一号火箭争取到了更多
用户。从 2018 年第三次发射开始，长
征十一号火箭就采取“专车、拼车”等模
式，满足小卫星多样化的发射需求。

“后续，我们希望把火箭的运载能
力做得更大。为未来运载火箭的更新
换代、为进一步提高运载火箭的经济性
奠定基础。”李同玉说。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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