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9WEST CHINA METROPOLIS DAILY
2022年2月28日 星期一 责编王萌 版式梁燕 总检张浩天下

长征八号开启共享火箭“拼车”新模式
创下我国一箭多星任务最高纪录创下我国一箭多星任务最高纪录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杨峰邹阿江海南文昌报道

2月27日，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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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长八”）遥二运载火箭
以“一箭22星”方式，成功将7家研制单位的22颗
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创下我国一箭多星任务最高
纪录，由此开启了我国新的共享火箭“拼车”模式。

同日，记者从成都大运会执委会获悉，
“大运号”卫星搭载长征八号遥二运载火
箭，在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

如何能在有限的整流罩空间里，装下这么
多位“乘客”？如何让每位“乘客”坐得舒服，又
能安全、准确下车？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了解到，本次长八火箭
设计团队采用了全新的“三层式多星分配器”
结构，并对卫星分离安全性进行充分设计。

三层“座椅”
“三层式多星分配器”

让22颗卫星能顺利“上车”

据悉，长八火箭整流罩直径为4.2米，
在有限的空间内，要实现一箭发射22颗卫
星，第一步是要把这些卫星合理布局在整
流罩里。航天科技集团一院长征八号运载
火箭总体副主任设计师陈晓飞介绍，由于
每颗卫星形状各异，且有多个卫星尺寸较
大，所以在最开始进行布局的时候，首先考
虑如何有效利用整流罩内空间包络。

因此，结合任务需求，设计团队对传统
的卫星结构进行梳理，最后设计出新的“三
层式多星分配器”，为“乘客”提供三层“座
椅”。“三层式多星分配器”从下到上分别由
锥形支架、中心承力筒和圆盘平台组成。
其中，锥形支架搭载2颗卫星，中心承力筒
搭载14颗卫星，圆盘平台搭载6颗卫星，
完美将22颗卫星装进整流罩中。

虽然是全新结构，但走近一看，你会发
现一些熟悉的“面孔”。航天科技集团一院
长征八号运载火箭总体副主任设计师于龙
介绍，多星分配器最下层的锥形支架，设计
团队沿用的是长八遥一运载火箭的结构；
中心承力筒也是成熟的结构，能够尽可能
利用整流罩的空间，在侧壁多挂卫星。

“在分配器结构设计上，我们采取‘模
块化’设计，将现有的、成熟的结构拼接在
一起形成新的结构形式，达到‘1+1>2’的
效果。”于龙介绍，“一般来说，一个新的结

构从出图到生产，需要至少一年多时间。
我们通过‘模块化’设计，在半年不到的时
间就生产出了多星分配器。”

双重考虑
多轮仿真计算偏差

确保22颗卫星安心“下车”

研制团队不仅要让卫星顺利“上车”，
还要能够保证卫星不同方向的分离安全。
要让这些“乘客”能够安全准确“下车”，设
计团队需要考虑的问题就更多了。

在采访的过程中，记者了解到，设计团队
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是卫星近场分离安全性。

根据卫星的不同分离机构，设计团队
结合实际卫星布局位置，对所有的箭体和
卫星偏差进行多轮仿真计算，让各卫星之
间保留一定的近场分离过程中的动态间
隙，保证近场分离安全性。

“卫星数量越多，分离出去后在轨道飞
行碰撞的风险就越大，远场分离安全性也
是设计人员需要考虑的重点。”长八火箭轨
道设计师李静琳介绍，要在有限的外界分
离轨道将22颗卫星错开，避免卫星之间互
相干涉，对设计人员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

为了保证卫星分离的安全性，设计团
队计算分析了每一颗卫星运行的轨道参
数，对分离体两两之间的相对距离进行长
周期的仿真、观察和考核，并根据卫星布
局，设计分离方案，最终采取了12次分离
动作，依次将22颗卫星逐步分离出去，并
通过不断调整末级箭体的姿态，实现不同
卫星的分离方向调整，确保各个卫星近远
场安全，让22颗卫星安心“下车”。

258.8万人次
通过封面新闻直播

直击一箭22星成功发射

27日上午，封面新闻记者在海南文昌
长征八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现场，通过直
播镜头同众多网友一起见证了我国一箭多
星发射最高纪录的诞生。

据统计，本次封面新闻“现场直击长征
八号火箭发射”直播节目，在封面新闻客户
端上观看量共计96.1万，封面新闻微博、封
面新闻视频微博观看量96.3万，今日头条、
新浪新闻、腾讯新闻、凤凰新闻观看量共计
35.7万，抖音、快手、视频号观看量30.7万。
全网共计258.8万人次观看了本次直播。

50万米高空中，以卫星视角观
赏成都大运会，会是怎样的体验？

27日上午11时 06分，大运
号（星时代-17）卫星搭载长征八
号遥二运载火箭，在文昌航天发
射场成功发射。这是全球首个以
赛事命名的卫星，也是大运会历
史上首次与航天技术类企业携手
深度合作，将为今年6月在成都开
幕的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
会提供丰富的卫星数据资源及应
用服务，传递出“绿色、智慧、活
力、共享”的积极寓意。

“大运号”卫星作为我国自主
设计研发的一款新一代AI遥感
卫星，在防火减灾、电力巡检等方
面将为大运会提供绿色安全的科
技保障。瞄准“科技大运”，“大运
号”卫星还将重点为大运会提供
智慧赛事、生态监测、应急处置等
方面的服务。

“大运号”是由成都国星宇航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
星宇航”）为主研发的新一代AI
遥感卫星。

国星宇航执行副总裁、星时
代-17卫星工程副总指挥赵宏杰
介绍，该卫星平台能够大范围获
取地表可见光及热红外影像，并
集成新一代星上AI载荷，可快速

精准提取地表热异常信息，将持
续服务于防灾减灾、碳中和、数字
孪生等领域行业应用。

“比如，大运号卫星主要搭载
载荷为光学相机，可在轨获取可
见光和红外图像，为地面应用提
供重要遥感影像数据。”赵宏杰解
释称，在卫星正式服役后，将重点
为大运会提供智慧赛事、生态监
测、应急处置等方面的服务。

“大运号”卫星的成功发射，
还有更多意义。

赵宏杰透露，“大运号”卫星
将以“航天+大运”助力体育创新
资源配置，推动科技创新与体育
产业深度融合，为“科技大运”“智
慧大运”提供航天科技支撑。

此外，成都还将依托5G、物
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
等新技术新应用，高标准打造先
进可靠的赛事信息系统、绿色智
能的场馆管理体系、便捷舒适的
大运村服务体系和协同联动的城
市保障服务体系，全面提升成都
大运会智慧化水平和城市智慧化
支撑能力，实现赛事服务全连接、
赛事过程全可视、赛事保障全可
控，促进实现高水平办赛、便捷参
赛、舒心观赛。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赖芳杰

“大运号”将为成都大运会
提供卫星应用服务

2月 27日，记者从成都大运
会执委会了解到，为庆祝“大运
号”卫星的成功发射，纪念大运会
历史上首颗冠名卫星，大运会特
许经营助力体育创新，推动文创
产品与航天文化的深度融合，特
推出吉祥物玩具公仔“宇航员蓉

宝宝”，全球限量发售10000套。
记者了解到，限量版“宇航员

蓉宝宝”已于2月27日晚8点上
线，面向全球预售，零售定价128
元（人民币），下单后20至30天内
发货。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赖芳杰

全球发售10000套

纪念“大运号”卫星发射
限量版“宇航员蓉宝宝”来了

2月27日11时06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八号运载火箭成功将22颗卫星发射升空，创造我国一箭多星新纪录。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