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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载能力提升至7吨

长征八号运载火箭
新构型来了

4月25日下午，航天科技
集团在武汉发布了长征八号系
列运载火箭新构型，新构型命
名为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

当日发布的长征八号系列
火箭新构型有两个助推器，运
载能力由5吨提升至7吨，整流
罩直径更大，可以完成更多规
格载荷的发射任务。

航天科技集团一院宋征宇
表示，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运
载的能力更大，运载效率更高，
可以提供700公里太阳同步轨
道，从3吨到5吨到7吨这样梯
度的运载能力。有些卫星用户
可能只需要3吨，那么我们可

以提供长征八号串联构型；需
要5吨的就可以提供长征八
号；现在需要7吨的，我们就可
以采用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
这样对低轨组网发射是非常有
利的。

宋征宇告诉记者，这次升
级，火箭还用上了新型的末级
发动机，使运载能力得到进一
步提升。他表示，先将原来的
氢氧末级直径从长征八号的3
米直径拓展为3米35直径，推
力进一步提升。同时发动机系
统的设计以及动力系统的设计
也进行了简化，进一步地减重，
提升运载能力。通过这些技术

使得我们目前在1100公里的
倾斜轨道上，能够实现一箭多
星，一个轨道面的卫星，一次发
射全部送入轨道。未来我们在
长征八号甲构型的基础上，还
会再进行一些技术的革新，同
时进一步降低成本，使得对广
大商业用户更加友好。

长征八号系列火箭是我国
新一代中型中低轨道运载火
箭，目前已完成3次发射任务
和16发订单签订，订单类型覆
盖了国家重大专项和商业航天
等领域，是未来我国商业航天
发射服务的主力军。

据央视新闻报道

4月23日，在德国汉诺威工博
会上，参观者与一款智能机器人进
行“石头剪子布”游戏。

2024年德国汉诺威工业博览
会于4月22日至26日举办，吸引来
自约6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000家
参展商。本届展会重点关注的领域
包括能源转型、工业4.0、数字化、人
工智能与机器学习等。

新华社记者 任鹏飞 摄

穿上防静电服、戴上防尘帽、经过
“风淋房”，走进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
创新研究院的洁净厂房，眼前呈现出
一条脉动式卫星生产线，主结构安装
工位、单机安装工位、卫星电测试工位
……依序排列，一目了然。

作为我国低成本、大批量卫星研
制生产的“试验田”，微小卫星创新研
究院成功打造了卫星批量化生产新模
式。按照这一模式，可以像生产汽车
一样生产卫星。在第九个“中国航天
日”到来之际，记者进行了实地探访。

“传统卫星生产是一个高精尖的
小众行业，生产模式一般是卫星放在
工位上不动，不同工艺的工人前来进
行组装测试。”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院
长胡海鹰说，“我们打造的脉动式生产
线，是让卫星随着不同的工艺流程流
转，能够大大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
成本。为此，从卫星的系统设计，到供
应链管理，再到整星生产，我们都进行
了探索和创新。”

近年来，随着国内外商业航天迅
猛发展，卫星小型化、自动化、低成本
技术加速发展，推动了卫星规模化部
署，众多低轨巨型星座计划催生了庞
大的市场需求。打造自动化、集成化、
批量化的卫星生产流水线，实现低成
本工业化的卫星生产，是新航天时代
的现实需求。

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组建了一支
攻坚克难的“创新尖兵”。为了整合卫
星生产链，做到工业化标准化管理，研
发人员用数字化方法，重构了从设计、
研发、生产、测试到在轨运维的全过
程，建设了涵盖设计开发、工艺制造、
集成测试等环节的先进技术研发平
台，实现了设计-工艺-生产全流程数
字化。

记者看到，在卫星太阳能帆板机
构生产车间，许多工作人员正在忙
碌。“以前，这样一块太阳能帆板要在
全国范围内流转一圈后才能回到这里
总装，现在供应商将生产设备前置到

卫星厂房，在厂房里就能实现闭环流
转，大幅减少了流转时间，提高了生产
效率。”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科研二处
副处长朱晓铖说，“我们希望，可以通
过跟更多的供应商开展类似合作，在
这座厂房里打造一个‘元器件进来、整
星出去’的高效卫星生产模式。目前，
我们已建有三条脉动式整星生产线，
具备年产300颗卫星的生产能力。”

根据《上海市促进商业航天发展
打造空间信息产业高地行动计划
（2023-2025年）》，到2025年，上海将
具备年产50发商业火箭、600颗商业
卫星的批量化制造能力。

“要想富、先修路，在太空也是这
个道理。目前我们批量生产的主要是
通信类卫星，这好比是在太空中修建
一条高速公路。等这条高速公路修好
了，届时可能会有更多的遥感观测、科
学研究、导航服务等各种卫星的批量
化生产需求。未来，我国卫星产业应
用一定会百花齐放！”朱晓铖说。

一件柔软透气的衣服，不仅可以
储存能量，还能便捷地为手机、手表
等随身电子设备供电。这一曾存在
于科幻作品中的场景，已经变成了现
实。

近日，复旦大学科研团队在高性
能纤维电池及电池织物研究上取得
新突破：通过设计具有孔道结构的纤
维电极，实现电极与高分子凝胶电解
质的有效复合，团队不仅解决了高分
子凝胶电解质与电极界面稳定性差
的难题，还发展出纤维电池连续化构
建方法，实现了高安全性、高储能性
能纤维电池的规模制备。相关研究
成果发表于《自然》主刊。

经过多年探索，复旦大学团队相
继攻克“设计纤维结构获得柔软的锂
离子电池”“制备高能量密度的纤维
锂离子电池”两大难题；“实现高安全
性纤维锂离子电池”则是该课题的

“最后一公里”。科研团队负责人、中
国科学院院士彭慧胜表示，由于纤维
电池织物和人体紧密贴合，必须以高
安全性的高分子凝胶电解质取代易
漏易燃的有机电解质，而基于高分子
凝胶电解质的纤维电池要想提升储
能性能，必须解决高分子凝胶电解质
与纤维电极界面不稳定这一难题。

团队最终从爬山虎与植物藤蔓
紧紧缠绕这一自然现象中受到启发，
研究其奥秘后，设计了具有多层次网
络孔道和取向孔道的纤维电极，并研
发单体溶液使之渗入到纤维电极的
孔道结构中，单体发生聚合反应后生
成高分子凝胶电解质，与纤维电极形
成紧密稳定界面，进而实现了高安全
性与高储能性能的兼得。

在此基础上，团队发展出基于高
分子凝胶电解质纤维电池的连续化
制备方法，实现了数千米长度纤维锂
离子电池的制备，其能量密度达到
128瓦时/公斤，可有效为无人机等大
功率用电器供电，同时具有优异的耐
变形能力。

彭慧胜表示，通过自主设计关键
设备，团队建立了以活性浆料涂覆、
高分子隔离膜包覆、纤维螺旋缠绕、
凝胶电解质复合以及高分子熔融封
装为核心步骤的纤维电池中试生产
线，实现每小时300瓦时的产能，相
当于每小时生产的电池可同时为20
部手机充电。这为纤维电池的大规
模应用提供了有力支持。

目前，团队已使用工业编织方法
制备了大面积纤维电池织物。在相
关工业标准下，电池织物在经受大电
流充放电、过压充电和欠压放电、高
温存储后没有发生泄漏、着火等事
故，显示出良好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电池织物在高低温、真空环境中及外
力破坏下仍可以安全稳定地为用电
器供电。

“这一纤维电池可应用于消防救
灾、极地科考、航空航天等重要领域，
更多应用场景有待各方共同开拓。”
彭慧胜说。

打造卫星批量化生产新模式

探访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
新华社记者 张建松 孙青

衣服可为电子设备充电

我国科学家
取得纤维电池技术

新突破
新华社记者 吴振东

2024汉诺威工博会：
感受科技魅力

开鲁县拘留所发挥以人为本教育
前沿阵地作用，在第29个“世界读书
日”之际，开展“读书感悟人生，共筑和
谐拘所”主题活动，用读书养身心、塑

新志。
活动中，组织民警辅警为在拘人员

开展普法教育；以拘室为单位组织在拘
人员分享读书带来的心得与收获。

此次活动旨在帮助在拘人员通过
读书的形式缓解心理压力。很大程度
上丰富在拘人员的日常改造生活，促
进拘区管理秩序正向良好。 郭超

开鲁县拘留所：“阅”见美好 修正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