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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火箭如何“一举多得”？

一箭22星！

长征八号开启共享火箭“拼车”新模式
□ 新华社记者 胡喆 陈凯姿 周思宇

2月27日，带着22颗卫星在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上天”的“共享火
箭”——长征八号遥二运载火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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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预见，人类未来进入太空及
空间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将越来越
大。因此，改变发射场流程、缩短火
箭研制周期和成本已成为不少航天
大国的迫切需求。

胡辉彪表示，此次火箭成功发
射，既检验了新构型的协调匹配性，
又降低了研制成本和周期，还可为长
征八号运载火箭积累经验，推动型号

走向成熟，为后续进入航天发射主战
场打好基础，巩固长征八号运载火箭
在商业航天领域的主动权和主导权。

“作为一枚‘共享火箭’，长征八
号遥二运载火箭采取的‘拼车’方案，
为用户提供经济实惠的发射服务，门
槛大大降低了。”肖耘表示，有了这次
成功探索，长征八号运载火箭未来有
望实现共享发射的常态化。

在发射场旁就近建设总装测试
厂房，把发射场测试和出厂测试合二
为一，能够节省一系列步骤，极大压
缩火箭在发射场的周期。肖耘介绍，
目前海南总装测试厂房已经开始施
工建设，发射工位也正在论证过程
中。届时有望实现 7天一次长征八
号运载火箭的发射，一年可发射 50
发。（据新华社海南文昌2月2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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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箭 22星，“拼车”的卫星们为
何能够挤进整流罩？陈晓飞介绍，为
确保多星发射安全、精准，设计团队
研制了“三层式多星分配器”，将传统
的“大单间”调整为“小三居”。

“由于每颗卫星形状各异，且有
多个卫星尺寸较大，我们在设计时为

‘乘客’提供三层‘座位’，完美将 22
颗卫星装进整流罩中，并安排了舒适
的‘座椅’。”陈晓飞说。

“一般而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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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就生产出来了多星分配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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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研制团队不仅要让卫星顺利“上
车”，装进整流罩，还要能够保证卫星
不同方向的分离安全。于龙介绍，卫
星到天上后要离开箭体，在这个过程
中，需要考虑卫星不同的解锁方式和
分离能源所带来的运动偏差。有时

这些偏差会使卫星与卫星之间距离
缩小，威胁到箭体的安全。

研制团队根据卫星布局，对所有
箭体和卫星偏差进行多轮仿真计算，
设计了 12次分离动作，确保 22颗卫
星安心“下车”。

“本次任务星箭分离时，火箭如
同跳了一支‘太空芭蕾’，22颗卫星
如‘天女散花’般释放。”航天科技集
团一院长征八号运载火箭副总指挥
段保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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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成功首飞的长征八
号运载火箭是我国新一代主力中型
运载火箭，填补了我国太阳同步轨道
运载能力 3吨至 4.5吨的能力空白，
可以承担 80%以上的中低轨发射任
务。

此次，长征八号遥二运载火箭在
长征八号遥一运载火箭的基础上，采
取了不带助推器的新构型，是瞄准未
来市场需求专门打造的一型火箭。

航天科技集团一院长征八号运

载火箭项目办主管胡辉彪介绍，从外
观上看，长征八号遥二运载火箭少了
两个助推器，但“光杆”的它运载能力
达到 3吨级，而 22颗卫星合计不到 2
吨，完全满足载荷需求。

如果细心观察，你会发现长征八
号遥二运载火箭换了更短的整流
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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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的整流罩设计完全匹配这次任
务卫星体积的特点，还可以放宽火箭

发射放行条件，提高火箭发射概率。
对于为何能实现一箭 22 星，航

天科技集团一院长征八号运载火箭
总指挥肖耘表示，在设计之初，长征
八号遥二运载火箭研制团队就将视
线转移到小卫星上，提出“共享发射”
新模式，最终确定了7家单位的22颗
卫星。

“多个小卫星‘拼车’完成任务，
既可充分发挥火箭能力，还有效满足
了市场需求。”肖耘说。

22月月2727日日1111时时0606分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八号运载火箭成功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八号运载火箭成功将2222颗卫星颗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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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是未来发展方向，数据正成为关键生产
要素。

地处西南腹地的贵州省贵阳市，近年来，因率先发
展大数据，赢得“中国数谷”的美誉。

从长期闭塞落后到抢抓科技风口，这座不沿海的
城市找到一片新的“蓝海”。

大数据双创示范基地、大数据国家工程实验室、国
家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区展示中心……来到贵阳国
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林立的高楼贴着鲜明标签。

入驻于此的贵州东方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直
从事山洪灾害监测预报预警方面的研究。

“对我们来说，数据就是生产资料，你看不到厂房，
车间就是模型，工具就是算法，生产线也是数据化的成
果，可以说全过程都是数字化的。”在这一领域摸爬滚
打20余年的董事长李胜意味深长地说。

传统的山洪预警要在河道中安装大量传感器，存
在建设成本高、运营维护难等问题，而按大数据的方法
则是另一个赛道了。

仅通过整合气象、遥感等多方面的数据，这家企业
自主研发的防汛抗旱态势分析系统、东方祥云山洪快
速预警平台就达到业内领先水平，被多地采纳应用。

“未来，我们还要不断提高洪水预报模型技术水
平，让它的运算速度、精度、广度进一步提升，为抢险救
灾赢得宝贵时间，尽最大努力减少损失。”李胜表示。

数字产业化的浪潮不仅席卷城市，也在乡村孕育
新的业态。

这些年，公路通村到组入户温暖了百姓心坎。不
过，路修好了，农村客运高峰时人找车而平时车找人的
现象也较为突出。

一款名叫“通村村”的软件，试图缓解这种矛盾。
在手机上安装使用，群众知道班车在哪里，可以快速预
约购票，而客运站也能预知有多少人乘坐，灵活调整发
车时间。

从“村村通”到“通村村”，字里行间的位置变换，却
展现出互联网思维加持后，改善农村出行从注重硬件
到发展软件的悄然变化。

“‘通村村’是实现数字乡村一个很好的抓手。”开
发者罗永安说，他们不单是做出行，更希望打造一个农
村综合服务平台，打通乡村内循环，连接城乡大市场，
为农村提供美好生活方式。

如今，在贵阳这块数字经济的“试验田”里，已经涌
现出超 5000家大数据企业。产业数字化的脚步在这
里也不曾停歇。

走进贵阳弗迪电池有限公司上万平方米的厂房，
车间里只有少数工人不时走动，一排排机械臂动作灵
活地进行生产。尽管设备高速运转，却仅有轻微的机
器运转声发出。

“我们是智能化工厂，配料、涂布、辊压、叠片、装
配、烘烤、检测等关键工序，都实现了自动化装备、信息
化管控、智能化决策。”负责人申强表示。

在同样具备数字车间的贵州中晟泰科智能技术有
限公司，记者也看到，LED灯珠生产线上，固晶、焊线、
编带、分光测试等一系列复杂工序通过电脑操控实时
进行。

公司总经理刘占飞说，由于设备智能化程度高，生
产效率和产品良率都很高，一个人可以兼顾 8台至 12
台设备。

数据显示，过去一年，贵阳累计带动 1000多家实
体经济企业与大数据融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上云比
例超过85%。

2021年，贵阳数字经济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已经
达到40%。今年，这一占比还将提高到42%。

抢数字新机，谋数智未来。贵阳市大数据发展管
理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当地将继续深入实施大数据战
略行动，把数字经济作为第一动能，加快数字产业化、
产业数字化。 （新华社贵阳2月25日电）

“中国数谷”抢新机
激活“数字生产力”

□ 新华社记者 向定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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