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航天
硕果累累

! ! ! !本报讯（记者 叶薇）今天恰逢第三个
中国航天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上
海航天技术研究院在全国各地开展系列纪
念活动。在上海主场，一群群来自不同小学、
中学的学生踏入闵行航天城这个平日里颇
为神秘的地方，参观上海航天展示厅、上海
航天设备制造总厂的运载总装厂房，走近他
们心目中梦寐以求的航天产品。

长征二号丁总指挥谈学军，利用执行高
强密度发射任务的间隙，用深入浅出的语言
为孩子们讲解运载火箭。水火箭试验现场，
孩子们激动地拉着谈学军询问各种火箭知
识。谈学军说，航天科普课就是在孩子心中
埋下一颗小小的种子，希望他们当中能够不
断涌现出航天人才。
据统计，航天日前后来参观上海航天的

学生达 !"##人次。
记者从上海航天获悉，中国宇航学会和

中国航天基金会联合主办的“首届中国航天
大会”今天在哈尔滨举行。由上海航天技术
研究院承办的“商业航天发射服务”分论坛
将向广大网友实时直播。
据悉，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是中国航天

科技集团两大运载火箭总体研制基地之一，
自 !$%$年开始运载火箭研制，共执行发射
!&!次，其中执行商业发射共计 '#次，成功
将 %$颗商业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多次承担
国际整星、搭载发射、科学试验卫星、国内商
业卫星公司、国内高校发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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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悟空、墨子、实践十号、高景一号、张衡一
号……这些网红卫星背后都有同一个小伙伴
的助力———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这一箭从
!$$&年首飞至今，已经成功发射 '$次，将 %(

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成功率 !##)，被中国
航天科技集团授予“金牌火箭”称号。

总设计师洪刚，从 !$$*年加入上海航天
团队，&#年矢志不渝，一直奋战在长征二号丁
研制最前线。他见证并参与了 '%次火箭成功
发射的完美时刻，带领团队开展了多个火箭
型号的技术改进和关键技术攻关，取得了多
项国防专利技术，为新一代运载火箭的立项
和工程研制奠定了基础。

今年，长征二号丁计划有 *次发射任务，
刷新了年度发射次数新纪录。面对高密度发
射任务，洪刚不谈成绩，也无惧压力。在他看
来，金牌火箭需要金牌团队，只有不断打磨，
持续创新，才能保持不败战绩。

航天先锋最爱谈!传承"

+年前，时年 '"岁的洪刚被任命为长征
二号丁运载火箭型号副总设计师，成为当时
中国最年轻的运载火箭副总设计师之一。而
如今，他已经有了 '年总设计师的任职经历，
是名副其实的航天青年先锋。洪刚觉得自己
很幸运，很自豪。刚工作就加入了长征二号丁
的团队，在他看来，这就是一支梦之队，不仅
战功卓绝，而且涌现出了一位院士、一位副院
长、一位新型号总师总指挥等。
“在中国航天界，长征二号丁团队以创造

奇迹著称。上世纪 $#年代初我国火箭发射连
遭失利，航天事业陷入困局。在这种情况下，长
征二号丁背水一战，连续三发三成，被喻为中
国航天的三次‘龙抬头’。团队总结出型号研制
的航天精神，就一直传承了下来，这是我们奋
斗的法宝。”谈到历史，洪刚依然激动，“我们研
制团队的秘诀就是要让每一个人全力以赴发
挥作用，形成合力，与火箭共同成长。当时团队
总结出‘六严’文化：严格执行上级各项规定，
严格按研制程序办事，严格技术要求，严格地
面试验，严格落实行政技术两条指挥线的岗位
责任制，严格全过程质量控制。&#多年过去
了，我们依然这么做。每一个‘严’都对应着大
量的工作和试验，只有脚踏实地奋斗，才能确
保运载火箭的每一次成功发射。”他从一名普
通的技术员成长为火箭系统的总设计师，就
是在这样的航天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

尽管长征二号丁已是一枚非常成熟的火
箭，但每一次发射，洪刚都严阵以待，坐镇现
场，从不缺席。“从去年底到今年初，我们实现
了 %#天内五战五捷，辗转酒泉、太原两地基
地，很多队员一直奔波在外地。”他带领试验队
把每一次发射都看作全新的开始，杜绝懈怠心
理，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每一次发射成功后
都以饱满的激情和干劲投入到下一次发射任
务中，不断续写长征二号丁火箭的新辉煌。

坚持创新勇于!吃螃蟹"

虽然长征二号丁火箭是一个成熟型号，

但不同于汽车、火车等运输工具，它的“乘客”
卫星几乎各不相同，例如质量特性、接口、轨
道等。“针对不同卫星，运载火箭需要进行不
同的设计。为了让火箭飞得稳、飞得准，提高
可靠性，科研人员几乎每一次发射都要进行
软件和硬件的更改。”

在传承航天文化的过程中，长征二号丁
团队坚持开展技术和管理创新。比如，曾经在
国内率先采用动力调谐陀螺小平台代替气浮
大平台，现在又应用双捷联冗余技术提高了
火箭的可靠性。“长征二号丁火箭勇于充当第
一个吃螃蟹者，很多新技术都是在长征二号
丁火箭上实现首飞的，后续还有更值得期待
的改进在推进中。说到底，每一步改进和创
新，都是为了减少体积、降低重量、提高可靠
性和适应能力，进而使我们的火箭更可靠、更
高效。”

每一次创新不仅是提高可靠性的保障，
更是不断挑战自我的过程。他带领团队采用
多种接口的多星发射技术，提高了火箭的适
应能力，曾创新性地实现了 '个月完成某微
小卫星搭载的最短周期记录；利用组合导航

技术，控制和选配单机精度，使火箭入轨精度
均达到百米量级，卫星入轨精度得到大幅提
高，某项卫星组网工程任务实现了半长轴入
轨偏差仅 "#米、入轨轨道倾角零偏差，大大
提高了卫星组网的效能……

长征二号丁从两年一发到一年八发的高
密度发射，给团队带来新挑战。“任务激增了，
但我们的研制人员不增反减，各个都是精兵
强将。为了有效应对高密度发射形势，运用流
程优化，使火箭在发射场有效工作时间从两
个月缩短到 &'天，再减至 !$天、!"天，是目
前国内现役液体运载火箭在发射场测发周期
最短的型号。同时，我们单发火箭研制周期从
原先的 !*个月缩短到 !"个月。这些优化措
施使得长征二号丁火箭高密度发射能力得到
大幅增强，为后续运载火箭高密度发射积累
了丰富经验。”

金牌火箭迈向国际市场
要说职业生涯里最难忘的事，洪刚第一

个就说到长征二号丁首次承接整星对外发射
任务的经历，过程一波三折，困难重重。“当时

我们与俄罗斯第聂伯火箭、日本的 ,&火箭同
台竞标，长征二号丁以 !##)的成功率和合理
的价格首轮竞标成功。但没想到，在与外方技
术交底时，我们发现存在星箭同频共振的风
险，我们如实相告，对方竟没有商量单方面直
接废标。”

团队前期准备花费多少个日夜，他再清
楚不过。“绝不能放弃，我们一定能找到解决
办法。”洪刚在心里默念。他带领团队反复研
究方案，大胆使用复合材料支承舱、增加减震
措施等，消除了风险，并以专业、务实、高效的
态度重新赢得了外方的信任和赞许，最终再
一次竞标胜出。

&#!&年，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并且创造了
当时中国运载火箭入轨精度新纪录。长征二
号丁火箭的这次整星对外发射服务，极大提
升了中国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在国际商业发射
市场上的影响力。截至目前，长征二号丁火箭
为委内瑞拉、荷兰、阿根廷、厄瓜多尔、土耳
其、波兰、乌拉圭、丹麦等诸多国外客户提供
过国际发射服务。

本报记者 叶薇

年打造航天器金牌“坐骑”
!!!长征二号丁火箭总设计师洪刚带领团队创新攻坚的故事

中小学生访问闵行航天城
科普课在孩子心中埋下小小种子

新时代 奋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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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年 (月 &(日，我国成功将第一
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送入太
空。一曲悠扬的《东方红》乐曲在浩瀚太空
奏响，宣告中国进入航天时代。如今，我国
在轨卫星超过 &##颗，中国航天人一步一
个脚印，结出累累硕果。

&#!%年 '月 *日，国务院批复同意将
每年 (月 &(日设立为“中国航天日”。中
国航天日，正是为了纪念中国航天事业成
就、发扬中国航天精神而计划设立的一个
纪念日。
来自国家航天局的消息显示，自去年

第二个“中国航天日”以来，我国航天实现
宇航发射 &"次，将 "'颗卫星送入太空，空
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取得一批重大
成果。科技创新方面，“天舟一号”发射升
空，*颗北斗三号全球组网卫星成功发射，
高分三号卫星投入使用，首颗硬 -射线空
间天文卫星“慧眼”成功发射等；空间基础
设施建设方面，首颗高通量通信卫星实践
十三号成功发射，新一代静止轨道气象卫
星风云四号在轨交付，实践十七号卫星高
轨空间试验完成，高分五号、六号将发射。
此外，在航天产业、航天国际合作方面也打
开了新局面，取得了多项新成果。目前，探
月工程嫦娥四号、五号按计划稳步推进，嫦
娥四号任务如期转入正样研制阶段，即将
在今年实施嫦娥四号中继卫星和探测器发
射，实现人类首次在月球背面软着陆，并开
展巡视探测。 本报记者 叶薇

! 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总设计师洪刚 资料照片

! 长征二号丁试验队工作场景 曲景亮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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