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据规划，2018 年底北

斗三号将建成 18 颗卫

星的基本系统，具备为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

地区提供服务的能力，

而这 18 颗卫星将全部

由长征三号甲系列来发

射完成。

我国载人航天已经
取得的成就，足以令
国人自豪，但还远不
足以妄自尊大。要
正视差距，才能进
步。赶超非一朝一
夕之事，要有长远计
划以及技术和人才
的深厚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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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我国规模最大的商用车企

业，北汽福田携手美国康明斯，打造绿

色环保、高效节能、安全智能的超级卡

车 ，目 标 到 2023 年 实 现 油 耗 降 低

30%，重量降低15%，耐久性达到150

万公里，驾驶辅助技术和主动安全技

术新车配备率超过 80%，全生命周期

成本整体水平节省15%以上。

从白手起家到领先全球

□ 胡 喆 李国利

2月12日，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

一院抓总研制的长征三号乙运载火

箭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将北斗三号

导航卫星以“一箭双星”的形式送入

预定轨道。这也是2018年以来，长

征系列火箭完成的第 7 次成功发

射。43天7次发射、平均每次不到一

周……这些只是今年长征系列火箭

高密度发射的一个缩影。

2018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发射的

看点有哪些？新华社记者在西昌采

访时了解到，今年我国长征系列运载

火箭预计将执行以北斗卫星组网、嫦

娥四号探月为代表的35次发射任

务，发射次数将再创历史新高，开启

“高密度”节奏。

两款火箭将成“主力军”

在2018年航天科技集团的35

次火箭发射任务中，长征三号甲系列

火箭和长征二号丙火箭将分别将发

射14次和6次，占全年发射次数的

近六成，堪称“主力军”。

航天科技集团一院长征三号甲

系列火箭总指挥岑拯介绍，长三甲

系列火箭全年14次发射任务有10

次将发射北斗导航卫星，其中8次

将是以“一箭双星”的方式执行发射

任务。

对长三甲系列火箭而言，高密度

在后续几年里将会成为常态。“2018

年~2020年，长三甲系列火箭预计将

执行40次发射任务，我们的任务非

常饱满。”岑拯说。

根据规划，2018年年底北斗三

号将建成18颗卫星的基本系统，具

备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提

供服务的能力，而这18颗卫星将全

部由长征三号甲系列来发射完成。

“对长三甲系列火箭来说，高密

度发射既是急难重的挑战，同时也是

提高应对任务能力的机遇。”长三甲

系列火箭总设计师姜杰介绍，自诞生

之日起，长三甲系列火箭就承担着我

国火箭探索系列化、通用化、组合化

发展模式的重任。

长三甲系列火箭在2015年曾创

造出109天成功实施7次发射的纪

录。研制队伍在前期成功经验的基

础上，希望能够实现同一种构型的火

箭在单机、系统甚至箭上互相通用，

让火箭与不同任务自由搭配，实现快

速反应、按时完成。

长征二号丙火箭也将在2018年

迎来“大考”。航天科技集团一院长

征二号丙火箭总指挥肖耘说，“今年，

长二丙火箭预计将有6次发射任务，

研制队伍将在多个发射场作战”。在

2018年的6次发射中，长征二号丙

火箭将在时隔19年后重返国际商业

发射服务市场，发射巴基斯坦遥感卫

星、中法海洋卫星，为我国航天走向

世界提供“金牌助推”。

新一代运载火箭蓄势待发

作为支撑我国航天强国建设的

新一代运载火箭长征五号和长征七

号，也将于2018年迎来新挑战。

2017年，长征七号火箭成功将

“天舟一号”货运飞船送入太空。作

为我国空间站建设的货运专车，虽然

在2018年没有发射任务，但长征七

号仍“时刻准备着”。

航天科技集团一院长征七号火

箭总指挥王小军介绍，研制团队今年

将在前两次成功发射的基础上，创新

方法，进一步提升火箭的产品可靠

性，为未来我国空间站建设阶段发射

货运飞船做好充分准备。同时，研制

团队还正在开展长征七号改进型火

箭的研制和设计工作，针对卫星发射

及其他领域任务，积极开拓市场。

备受瞩目的长征五号也将在

2018年迎来“复出”。作为我国目前

运载能力最大的火箭，长征五号肩负

着未来我国探月三期工程、载人航

天、火星探测等重任。根据中国航天

科技集团全年宇航发射计划显示，长

征五号将在2018年下半年执行发射

任务。

未来，新一代运载火箭也将迎来

批量生产阶段，为支撑我国航天强国

建设提供更广阔的舞台。

运载能力或将赶超“猎鹰”

日前，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成功发射了目前全世界运

载能力最强的“猎鹰重型”火箭，一时

成了全世界的焦点。

中国何时也能发射像“猎鹰重

型”这样的火箭？航天科技集团一院

型号系列总师龙乐豪院士表示，“我

们将研制比‘猎鹰重型’规模更大的

火箭。”

根据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

2017年公布的《2017-2045年航天

运输系统发展路线图》显示，我国重

型运载火箭计划于 2030 年前后

首飞。

此前发布的《2016中国的航天》

白皮书上也曾指出，备受瞩目的重型

运载火箭拟命名为长征九号。也就

是说，约10年左右，长征九号运载火

箭将飞天，运载能力超过“猎鹰重型”

火箭。

数据显示，“猎鹰重型”起飞质

量约1420吨，最大直径3.66米，近

地轨道运载能力为63.8吨；长征九

号预计起飞质量将达 3000 吨，最

大直径约 10 米，近地轨道运载能

力大于百吨，其结构和尺寸质量均

将突破我国现有运载火箭能力

水平。

“运载火箭的能力有多大，航天

的舞台就有多大。”航天科技集团一

院型号顾问黄春平形象地将火箭比

作进入太空的“云梯”，“没有运载能

力更强的火箭，就像人上楼没有电梯

一样。我国航天由大到强，火箭要先

行。我们要变压力为动力，迎头赶

上，加快推动重型运载火箭的立项和

研制，把我国的重型运载火箭早日送

上天。”

□ 张选杰 李兵峰

围绕不良地质、不良环境问题创新

制定施工方案，一个个新工艺、新工法

融入施工实践……春节将至，当万家团

圆之时，在南国一处寂静的山谷里，火

箭军某国防工区展现的是一幅令人欣

喜的“鏖战图”。

走进正在掘进的阵地，高高的凿岩

台车上，个头不高的操作手字伟，面对

眼前的一根根操纵杆，左右开弓，将巨

大的铁臂钻杆操作自如，很快就在洞壁

上打满了钻眼。

这名彝族士兵是火箭军某工程旅

四营下士，已经在国防施工一线奋战了

5年。随部队征战数个国防工程建设任

务中，他参与完成数个创新项目，有效

提高了施工效率。

“台车就是我的武器，必须将它们

了解掌握到极致。我们必须弘扬‘工匠

精神’，时刻立足岗位想创新、敢创新，

这样才能建设出过硬的工程。”平时不

善言辞的他，说起自己操作的几辆台车

滔滔不绝。

潮湿阴暗的坑道里，大学生士兵李

帅说，“部队虽然艰苦，但是从上到下都

在牢固树立科技引领、全员创新理念，

打造新时代的知识工兵、科技工兵，让

我觉得在这里有成长进步的空间、施展

才能的平台。”

如今，成长为工程支护专业骨干的

他，利用学历专业优势，开始给班里的

新兵传授施工知识和技能。

“科技创新是提高施工能力的第一

引擎，基地着力培养‘小能人’‘小诸葛’

‘小创客’队伍，让更多具有‘工匠精神’

的官兵成为创新的实践者、生力军，大

幅提升科技创新对阵地施工的贡献

率。”工程旅政委杨宏伟说，去年以来，

全旅官兵先后取得“三小四新”成果120

余个，全部应用到实际施工中，大大提

升了效率。

创新项目来自施工一线、创新成果

服务国防工程。四营九连班长顾文龙

说，由营队干部、战士和技术人员成立

的攻关团队，先后研究应用10余项先进

施工工艺，攻克了20多个不良地质施工

难题。

在坑道里，旅维修技师邱城彬一

脸油污、浑身尘土。他被官兵们誉为

从国防工地上成长起来的“大国工

匠”，先后主导完成台车位移传感器、

小型多功能切割机、发动机维修翻转

架等20余项创新项目研制攻关，为部

队节约经费上百万元，荣获全军优秀

士官人才奖。

千条江河布阵，万里云山为棋。近

年来，导弹工程兵把创新理念融入每

个工位，把创新构想写入导弹阵地，

完成的 10 余项国防重点工程合格率

达100％。

□ 林小春 周 舟

世界现役最强运载火箭“猎鹰

重型”成功首飞的消息在朋友圈内

刷屏。有人惊呼，中美差距是多么

巨大；有人嘲讽，“猎鹰重型”难举美

国航天梦。

两种态度，走向两个极端。其

实，中美航天实力有差距，这是长期

以来众所周知的客观事实，但我国

航天也确实一直在努力追赶，不必

妄自尊大，也不要妄自菲薄。

首先要看到，“猎鹰重型”是站

在“巨人”肩上取得的成功。这个

“巨人”，就是美国航天局。有着“硅

谷钢铁侠”之称的太空探索技术公

司创始人埃隆·马斯克曾多次说，如

果没有美国航天局的资金，“猎鹰9”

的研发周期会更长。

说白了，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就

是美国航天局投巨资培育出的“果

实”。美国航天局同时还利用类似

模式，培育了轨道ATK、内华达山公

司等企业，涉及各个领域。美国一

直盛行基础研究由政府主导、应用

开发交给企业的所谓“军民融合”模

式。基础研究一般周期性长、资金

需求大、失败风险高，只有政府才有

能力、有意愿承担。

2016年5月，美国航天局对外免

费公布 56 项太空技术相关的专利，

而最大的受益者就是太空探索技术

公司之类的企业。

有人拿长征五号与“猎鹰重型”

对比。长征五号是目前我国最大推

力的运载火箭，但两次发射一次成

功，一次失利。“猎鹰重型”的近地

轨道运力达到 64 吨，而长征五号

只有 25 吨。实际上，长征五号在

现役火箭中运力也排到第三名，仅

次于“猎鹰重型”和“德尔塔 4”重

型火箭。

华盛顿智囊机构“全球安全”网

站空间政策专家查尔斯·维克曾对

长征五号予以高度肯定：长征五号

没有使用俄罗斯发动机技术，也没

有使用美国低温发动机技术，所以

代表着“中国新一代运载火箭家族

的最大进展”。

未来，我国的探月工程、空间站

建设和深空探测，都对更大推力的

运载火箭有切实需求。对于这种国

家重器，不可否认我国的基础薄弱，

与美俄相比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笔者对美国的一个最大感受

是，美国人有极强的忧患意识，动辄

以中国为潜在竞争对手，美国甚至

出台“沃尔夫条款”，以立法形式禁

止中美两国的双边航天合作。

我国载人航天已经取得的成

就，足以令国人自豪，但还远不足

以妄自尊大。要正视差距，才能

进步。赶超非一朝一夕之事，要

有长远计划以及技术和人才的深

厚积累。

再说说马斯克，他在航天、互联

网、电动汽车和能源方面都取得了

惊人成就，屡屡把别人认为不可能

的事变成现实，堪称商业奇才，令人

敬佩。

马斯克做航天，起因有着殖民

火星的情怀。但做企业，光靠情

怀不赚钱肯定不行。美国媒体去年

11 月曾报道，马斯克创办的特斯拉

2017 年每分钟烧掉 8000 美元。按

照这个速度，该公司将在 2018 年

8 月6日耗尽现有现金，所以马斯克

亟须资金。这次“猎鹰重型”带着

特拉斯跑车上天，这个广告还真是

及时！

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开启“高密度”节奏
2018年预计将执行以北斗卫星组网、嫦娥四号探月为代表的35次发射任务

导弹坑道里的
“工匠精神”

理 性 看 待“ 猎 鹰 重 型 ”首 飞

2月12日，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及远征一号上面级），成功发射第五、六颗北斗三号全球组网卫星。

新华社发（梁珂岩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