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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摘 广 告

日前，航天科技集团运载火箭技术研
究院长征七号火箭副总指挥张涛向媒体描
述了当时的心情：“激动、期待，也有点紧
张，好像要送孩子参加高考。”

长征七号火箭通过了大考。6月 25日
晚，它首飞成功，鸣响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
空间实验室任务的“发令枪”，也标志着我
国在载人航天工程和新一代运载火箭研制
中取得了重大突破。

长征七号是为满足我国载人空间站工
程发射货运飞船需求，以及未来载人运载
火箭更新换代的长远需求，全新研制的新
一代中型运载火箭。该火箭采用“两级半”
构型，总长 53.1 米，芯级直径 3.35 米，捆
绑 4 个 2.25 米的助推器，起飞重量 597
吨，运载能力将达到近地轨道 13.5 吨、太
阳同步轨道 5.5 吨，达到国外同类火箭先
进水平。记者了解到，预计到 2021 年左
右，长征七号将逐步替代大部分现役运载
火箭，承担更多航天发射任务。

“从组建队伍开始，长征七号‘8 年磨
一剑’。”张涛说，该火箭采用了新动力、新
布局、新结构……一连串“新”字，代表了
对过去的突破，也意味着全新的挑战。

设计从“连环画”变成“3D电影”

长征七号是首个揭开神秘面纱的“数
字火箭”，它采用全数字化手段完成研制，
突破了三维协同设计、三维设计数据管理
及基于三维的流程仿真、飞行综合性能仿
真等多项关键技术，打通了从设计到制造
的全三维流程。

记者了解到，该火箭在全研制流程中
没有一张纸质图纸，研制团队称其设计从
纸质“连环画”变成了“3D电影”。

在生产加工阶段，该火箭实现了“一
键式”加工。过去加工某金属零部件，先要
根据二维图纸画出工序草图，手工编制工
艺规程，然后进行车、铣、镗等系列工序。如
今从原材料变为成品，只需按动数控机床
按钮即可完成，且合格率达 100%。

在试验、装配阶段，该火箭应用了“虚
拟现实技术”，可实现虚拟装配、虚拟试
验，模拟火箭实际装配和试验环境，提前预
见可能发生的问题，确保火箭试验、装配一
次成功。长征七号的研制成功，代表了我国
运载火箭研制的最高水平，使我国新一代
运载火箭的数字化设计能力跻身国际先进

行列。

新动力高效环保

采用我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两种新
型液氧煤油发动机，不仅绿色环保，而且提
高了火箭性能，平均成本仅为常规推进剂
的十分之一。

张涛介绍说，过去我国单台火箭发动
机最大推力为 75 吨，而长征七号发动机
的推力达到 120 吨，提升了约 60%。

同时，传统火箭需要在发射前几小时
内加注燃料，而长征七号经过专门的设计
和演练，加注的低温燃料可以安全停放 24
小时，创下了低温燃料停放时间最长纪录，
可为火箭的成功发射争取了更多有利时
间。“加注燃料以后如果遇到什么问题，比
如仪器、设备出现故障，争取这个时间，可
以有 24小时把故障排除。”张涛说。

新结构带来更多挑战

长征七号的外形和我国现有的火箭体
型差别不大，但为了储存更多的燃料，提供
更强的动力，它的助推器长约 27 米，接近
现役火箭助推器长度的两倍，而这种改变
也要求对火箭的设计进行全面更新。

记者了解到，传统火箭固定助推器需
要两个捆绑点，而长征七号又增加了一个
捆绑点，载荷、捆绑装置等设计难度大大增
加，但可靠性大幅提升。

复杂的结构也给长征七号控制系统带
来了全新挑战。为了更精确地控制飞行过
程，该火箭控制系统和增压系统实现了冗
余。控制系统创新采用了 143 项智能控制
软件，达到现役火箭软件使用量的 30 倍，
大大提高了控制精度。火箭每个舱段都装
有控制系统，改变了以往集中处理的方
式，减轻了控制系统压力，同时标志着我
国火箭控制系统向全面数字化控制模式
发展。

大量改进对抗“风雨”

海南发射场气候潮湿，降水量大，全年
12小时内降水 5毫米至 15 毫米的中雨较
多。长征七号研制之初，设计团队就将防水
工作列为重中之重。他们在火箭部段对接
处、细小的孔径和缝隙处，都做了防水处
理；在排气孔处，设计实现了排气防水双功
能并举；针对低温液体贮箱加注后无法避

免的冷凝水聚集问题，开设了排水孔。
“但到这里合练以后，发现很多控制系

统、测量系统，还是有潮气从插头处进去。一
旦火箭出现漏电、短路，将对发射构成巨大
威胁。”张涛说，任务团队为此开展了大量
改进工作。

同时他介绍，海南发射场的浅层风是内
陆所没有的，而且风力较大，最高风速可达
每秒 25 米左右，大大超出了火箭转场的承
受极限。通过改进，长征七号已能在每秒 20
米风速下完成转场。

除了能适应海南发射场的气候环境，长
征七号沿用了长征火箭家族 3.35 米直径的
设计，也可以通过陆路运往内陆发射场，适
应能力更强。

新三垂模式让发射更简便

火箭在发射场进行的垂直总装、垂直测
试、垂直转场，被称为“三垂模式”。

现役火箭中采用的三垂模式，其箭地连
接工作在技术区和发射区要进行两次，而长
征七号采用的新三垂模式，仅一次对接就可
以完成工作，状态的一致性更好。同时前端
地面测发控设备在技术区进行了充分测试，
转至发射区以后出现故障的概率更低，有效
提高了发射的可靠性。这也缩短了发射工作
时间，降低了火箭转场后遇到恶劣天气再返
回技术区情况的发生概率。

近期载货，远期载人

作为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长征七号将
开启我国航天任务的全新阶段，应用前景十
分广阔。

记者了解到，该火箭完成首飞任务之
后，下一步将承担我国首个空间货运飞
船———天舟一号的发射，为我国长期有人照
料的空间站搭建起天地运输走廊。通过一定
子样的飞行考核验证后，还将具备执行载人
飞船发射任务的能力。

此外，通过简单的适应性改造，该火箭
在短期内即可具备发射高、中、低轨各种应
用卫星的能力，以满足当前国内外主流卫星
发射市场的迫切需求，成为中国航天面向
市场化、国际化的主力火箭和金牌火箭。

预计到 2021 年左右，长征七号各项技
术趋于稳定时，将承担我国 80%左右发射
任务。

科技日报

细数长征七号一连串“新”
陆军有关部门 6 月 26 日介

绍,“金鹰—2016”国际狙击手竞
赛当地时间 25 日下午在哈萨克
斯坦落下帷幕。中国参赛狙击队
取得 14 个单科目中的 7个第一,
奖牌和金牌总数均名列第一。这也
是中国特种部队使用国产狙击武
器,在国际狙击竞赛中打出的最好
成绩。

此次竞赛在哈萨克斯坦的卡
拉干达州斯帕斯克军事训练基地
举行, 首次允许参赛国使用本国
装备。有“雄鹰特种部队”之称的
陆军第 26 集团军某特战旅 5 名
队员代表中国特种部队参赛。他
们分 2 个小组与来自哈萨克斯
坦、美国、俄罗斯、英国等 7 个国
家的共 22支队伍同台竞技。土耳
其和印度派观察员进行了观摩。

此次竞赛以狙击技能为主,

竞赛现场地形复杂,情况多变,具有
很强的实战性、风险性和残酷性。所
有参赛队员需背负 25 公斤的战斗
装具, 在 5 天时间内先后完成人质
靶、拆除爆炸装置、搜索射击、支援
射击、相遇射击、狙击哨兵、狙击小
组对抗等项目,决出 14 个单科目第
一和团体总分前 3 名共 17 块奖牌。
其中,金牌 15块。

在竞赛最后阶段的狙击小组
对抗科目,采取单循环方式,每一
家都见面, 每队进行 21 场对决。
中国队狙击队员朱千令和张双组
合,21 场对抗,场场获胜。最终,中
国狙击队获得 9 块奖牌,其中金牌
7块。

陆军第 26 集团军某特战旅是
我军 13 支特种部队之一, 也是我
军特种部队中唯一荣立集体一等
功的单位。这个旅自 1994 年组建

以来,已成为了遂行信息化条件下
战略威慑、战役突击、特遣行动的
多样化任务的特种力量。先后完成
中俄联演、国际维和、奥运安保等
40 多项重大任务。在此之前,这个
旅还曾于 1998 年、2009 年两次代
表中国特种部队出国参加国际侦
察兵竞赛、国际特种兵比武,均获
得外国参赛队奖牌、金牌总数第
一。

近年来, 中国特种部队与世界
多国特种部队开展了一系列联演联
训和军事交流活动, 为推进训练创
新、深化训练改革,提升部队实战化
训练水平提供了有益借鉴。通过此
次竞赛, 学习借鉴了各国特种部队
狙击训、战法的优长,增进了外国特
种部队和国外公众对中国特种部队
的了解。

新华社

中国特种部队在“金鹰—2016”国际狙击手竞赛中
打出最好成绩

云南省 2016 年高考成绩于 6 月 23 日放榜。第一届
云南希望工程“华萌班”受助学生和敏，以理科 702 分的
成绩摘得大理州理科高考状元，位列云南省理科第 27 名。
据悉，该班共 50 人参加高考，全班 600 分以上 26 人，占
52%；一本 45人，一本率 90%；二本 5 人，二本率 100%。

和敏出生于怒江州兰坪县金顶镇汉口村一个白族农
民家庭，从小和父亲、母亲、妹妹生活在一间十几平米的平
房中。其父在和敏五年级时意外失去了右手，劳动力缩减。
和敏的妹妹患过三次过敏性紫癜，因治病花了大量医药
费，令这个贫困家庭雪上加霜。2013 年，在“华萌基金”和
云南希望工程的帮助下，和敏进入了大理一中“华萌班”
学习，成为了第一届云南希望工程“华萌班”受助学生。

据了解，“华萌基金”李东生、魏雪夫妇在 2013 年通
过中国青基会平台捐助云南希望工程“华萌班”。在共青
团云南省委、云南青基会的积极争取下，云南希望工程
“华萌班”顺利落户大理一中。该班每年面向云南省贫困
地区招收 50 名家庭经济困难的农村籍优秀初中毕业生,
资助他们完成高中学业。截至目前，“华萌班”已成功招收
3届“华萌学子”共 150 人，涵盖了 11 个州（市）31 个县
（市、区），包含 11个民族。 中国青年网

云南希望工程受助学子
摘得大理州高考理科状元

6 月 22日晚，四川的 2016 年高考成绩陆续
出炉，被广大网友称为“最牛考生”、“高考最牛
钉子户”的梁实考了 453 分，这是他在 20 次的
高考中，首次达到二本线。梁实告诉成都商报记
者，这个成绩对他来说既高兴又遗憾，因为他的
目标是一本。他表示，准备放弃这次志愿填报，看
是否继续向一本目标努力。

22 日下午，梁实很早就来到南山中学实验
学校，等待查询成绩。晚上 10时左右，他和学校
老师一起，查询到自己语文 106 分、数学 87 分、
英语 88 分、理综 172 分，总分 453 分，与四川高
考录取控制分数线理科二本一分不差。“我非常
高兴，因为这是我 20次高考首次达到二本线，跨
越了一个台阶。”49岁的梁实说。

南山中学实验学校一名老师介绍，梁实成绩
上了二本线后非常激动，当天晚上和学校几名老
师一起喝酒庆祝。“梁实在我们学校补习了一个
多月，很踏实，爱动脑筋，爱问问题，能取得 453
分的成绩，他下了不少工夫。”

成都商报

“高考最牛钉子户”首上二本线
49岁高考 20 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