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方星（资料图）

▲4 月 20 日 19 时 41 分， 海南文昌， 我国自主

研制的首艘货运飞船天舟一号发射升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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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尸启事

无名氏， 男，

40

岁左右， 于

2017

年

4

月

9

日来我

站求助， 因无法获知其身份， 我站长期在媒体上为其寻

亲， 但一直无果。 该人因病由我站工作人员送至衡阳市

中心医院和衡阳市三医院治疗 ， 经多次治疗无效， 于

2017

年

8

月

1

日死亡。 现其亲人见报后， 于

1

个月内

来认人， 如仍无人认领将作无名尸处理。

联系电话： 8516000

衡阳市救助管理站

成功释放立方星，天舟一号又“牛”了一回

记者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五院获悉 ，

8

月

1

日， 我国天舟一号货运飞船成功在轨释放一颗立方星，

这颗立方星随即被地面工作人员成功 “捕获”。

本次试验是我国首次通过飞船系统采用在轨储存方

式释放立方星， 完成了非火工品装置的分离解锁技术、

部署发射器与立方星间接口匹配技术以及部署发射器制

造的材料和工艺保证技术验证， 为后续我国空间站开展

微纳卫星部署发射及在轨服务奠定了技术基础。

据介绍， 本次在轨释放的立方星为标准

3U

结构，

安装在立方星在轨部署发射器内， 于今年

4

月

20

日随

天舟一号货运飞船发射升空， 已在轨储存

104

天， 该星

的主要任务是开展相关航天新技术试验验证。

那么， 这件事牛在哪儿？

随着微电子、 微机械、 纳米等技术的发展和卫星设

计思想的创新 ， 卫星正变得越来越小 。 按重量划分 ：

500

至

1000

千克的为小型卫星、

100

至

500

千克的叫微

小卫星、

10

至

100

千克的是微型卫星、

1

至

10

千克的

叫纳卫星、

0.1

至

1

千克的叫皮卫星、 重量小于

0.1

千

克的叫飞卫星。

1999

年， 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汤姆·肯尼对皮卫星

提出了一种新概念———立方星， 其重量为

1

千克， 体积

为

10

厘米

×10

厘米

×10

厘米 （也叫

1U

）。 由若干颗立

方星 （若干个

U

） 可以组成立方体纳卫星。 此后， 这

两种小卫星得到了飞速发展。 随着小卫星技术的日新月

异， 小卫星产业也逐渐成为世界航天活动高速发展的主

要驱动力和重要发展领域， 正孕育着未来航天发展的重

大变革。

用途广

立方星或立方体纳卫星可广泛用于通信广播、 对地

观测、科技试验等各个领域。 目前，世界上有多家研究机

构与企业在专门研制、生产和供应标准化、模块化的立方

星。仅几年时间，立方星就已从创新概念、系统设计、技术

实现、飞行实验发展到具体空间应用，发射数量也快速攀

升。不少国家通过立方星圆了“航天梦”。

2013

年，厄瓜多

尔和秘鲁成功发射自主研制的立方体纳卫星， 实现了本

国首颗卫星的突破。

成本低

立方星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发射方式增多， 与其低成

本密不可分。 与建造成本动辄上亿美元的传统大卫星相

比， 立方星的成本可谓沧海一粟。 目前， “一箭多星”

发射已成为立方星发射的主流方式。 今年， 印度创造了

“

1

箭

104

星” 的世界纪录， 其中大多数是立方星或立

方体纳卫星。 此种发射方式大大提高了发射利用率， 降

低了单星发射成本和进入太空的门槛， 活跃了商业发射

市场。

另外， 立方星还可通过国际空间站机械臂附加的小

卫星释放装置到太空。 从国际空间站上释放的立方星振

动更小， 有助于降低设计难度和生产成本， 并可充分利

用有人参与的优势， 在站上进行测试和一定程度的维

修， 甚至根据需求进行组装。

好操控

在立方星基础上还出现了手机卫星。 所谓手机卫星

就是以立方星为卫星平台， 用智能手机进行控制的新型

卫星。

2013

年

2

月，英国萨瑞卫星公司研制的全球第

一颗智能手机卫星升空 。 它是一个

3U

的立方体纳卫

星，除了太阳能电池板和推进系统外，它具有传统卫星

的所有部件和功能 ， 是全球第一个采用

3D

打印零件

进入太空的航天器 。

背景资料： 天舟一号

天舟一号货运飞船， 由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 （中国

航天科技集团五院） 研制的一款货运飞船， 也是中国首

个货运飞船。 天舟一号的成功发射， 将是我国载人航天

工程 “三步走” 战略计划 “第二步” 的收官之作。

作为货运飞船， 天舟一号的首要任务就是运输航天

员所需的生活工作必需品，以及空间站所需的推进剂等。

天舟一号在近地轨道上的运载能力为

6.5

吨左右， 高于

俄罗斯联邦航天局研制的进步号

M

型（

2.5

吨）以及日本

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的

H-II

运载飞船（

6.0

吨）。

但是， 如果你认为天舟一号仅仅是 “太空货物的搬

运工” 那就大错特错了， 天舟一号还有以下几个非常重

要的任务。

太空试验和太空加油

首先是进行太空试验。 天舟一号上总共搭载了

40

台设备， 在独自飞行的三个月内， 要进行

13

项太空试

验。 空间应用系统将在天舟一号上开展多项科学实验研

究及技术验证试验。

然后就是实现 “太空加油”。 “太空加油” 看似简

单， 却是公认的世界性难题， 目前掌握了在轨推进剂补

加技术的国家仅有俄罗斯和美国， 其中真正应用在轨加

注的国家只有俄罗斯。

天舟一号作为我国全新设计的货运飞船， 拥有两个

独立设计的推进剂储箱， 不仅为天宫二号携带一箱推进

剂， 用于自身控制的推进剂也可以进行 “转让”， 推进

剂补加能力约为

2

吨。 在飞行中将多次开展补加推进剂

试验， 熟练掌握和控制该项技术， 为我国空间站的建立

提供能源支持。

快速交会对接

在天舟一号上天前 ， 我国掌握的交会对接技术

需要耗时长达两天时间 ， 天舟一号首次 使用自主

交 会 对 接 技 术 ， 可 以 将 以 前 的 两 天 时 间 缩 短 为

6

个小时 ， 大大减少了过程中的 资源消耗 ， 比如轨

道资源等 。 也会进一步提高飞行器在轨飞行的可

靠性以及航天员的 舒适度 ， 更大程度地保障未来

空间站的安全 。

值得一提的是， 自主快速交会对接， 需要超远程精

确控制能力， 比针尖对麦芒都困难。

主动离轨受控陨落

一般卫星完成使命后， 随着推进剂消耗殆尽， 卫星

失去动力， 运行轨道将会慢慢降低， 直到落入大气层被

烧毁， 在这个过程中， 会产生一部分轨道碎片 （太空垃

圾）， 有可能成为未来航天器的杀手。

天舟一号在降落的过程中， 将全程经由地面飞行控

制人员控制， 主动离开既定轨道， 坠落在预定的安全海

域。 天舟一号的受控降落， 不仅减少了离轨过程中的不

确定因素， 而且还避免自身成为太空垃圾， 可以为打造

洁净安全的太空环境尽了自己最后的一份力。

据新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