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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天转体梦天转体
一一““吻吻””惊世惊世

新华社北京新华社北京1111月月11日电日电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空间站梦天实验舱发射入轨后空间站梦天实验舱发射入轨后，，
于北京时间于北京时间20222022年年1111月月11日日44时时2727分分，，成功对接于天和核心舱前向端口成功对接于天和核心舱前向端口，，整个交会对接过程历整个交会对接过程历
时约时约1313小时小时。。

后续后续，，将按计划实施梦天实验舱转位将按计划实施梦天实验舱转位，，梦天实验舱将与天和核心舱梦天实验舱将与天和核心舱、、问天实验舱形成空间问天实验舱形成空间
站站““TT””字基本构型组合体字基本构型组合体。。

空间站梦天实验舱与空间站空间站梦天实验舱与空间站
组合体在轨完成交会对接组合体在轨完成交会对接

新华社北京11月3日电 据中国载人
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2022年
11月3日15时12分，神舟十四号航天员
乘组顺利进入梦天实验舱。

后续，神舟十四号航天员乘组将在

空间站内先后迎接天舟五号货运飞
船、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的访问，届
时神舟十四号、十五号两个乘组将完
成中国航天史上首次航天员乘组在
轨轮换。

乾坤大挪移，所为何事？

揭

秘
①

11月3日，空间站梦天实验舱顺利完成转位。转位期间，梦天实验
舱先完成相关状态设置，再与空间站组合体分离，之后采用平面转位方
式经过约1小时完成转位，与天和核心舱节点舱侧向端口再次对接。

梦天实验舱为什么要转位？我国空
间站组合体为何要形成“T”字基本构型？

转位动作在我国空间站的建造及后
续任务实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问天、梦
天两个实验舱在发射后，首先与天和核心
舱进行前向交会对接，再通过转位动作从
天和核心舱前向对接口移动到侧向停泊
口，从而完成空间站“T”字基本构型的建
造任务。

为什么不能在实验舱发射后，通过侧
向交会对接，直接到天和核心舱的两侧
呢？航天科技集团五院的专家告诉记者，
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实验舱与空间站
组合体进行侧向对接，会因为质心偏差对
空间站姿态造成较大影响，甚至可能会有

滚转失控的风险；二是根据空间站建造方
案，两个实验舱将在天和核心舱的侧向永
久停泊，如果选择侧向交会对接，首先需要
在天和核心舱两个侧向端口分别配置一套
交会对接设备，且这两套设备只能使用一
次，造成资源的浪费。

因此，两个实验舱先与核心舱进行前
向交会对接，再通过转位移至核心舱侧向
停泊口的方案设计是最优的。

为确保梦天实验舱转位任务顺利实
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研制团队精心制
定了转位方案。转位过程中，测控与通
信分系统、机械臂分系统等各分系统高
效配合，使得此次任务仅用约1小时就圆
满完成。

神舟十四号航天员乘组
顺利进入梦天实验舱

转位成功后，问天实验舱、梦天实验
舱被对向布置在天和核心舱两侧，形成

“T”字的一横。这样的布局充分利用了每
个实验舱自身近20米长的结构，结合各自

资源舱末端配置的双自由度太阳翼驱动
机构，两对大型太阳翼成为“T”字一横远
端的两个“大风车”，不管空间站以何种姿
势飞行，都能获得高效的发电功效。

获得高效的发电功效

为何要形成“T”字基本构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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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空间站组合体为何要形成“T”字基本构型？航天科技集团
五院空间站系统总指挥王翔介绍，为了使航天器易于运动控制，构型
要保证主结构和质量分布尽量对称、紧凑，以获得好的质量特性。

易于组合体的飞行
转位后的“T”字基本构型结构对称，从

姿态控制、组合体管理上都是比较稳定的
构型，易于组合体的飞行，且由于其受到的
地心引力、大气扰动等影响较为均衡，空间
站姿态控制消耗的推进剂和其他资源较
少。若采用非对称构型，组合体的力矩、质
心与所受到的干扰相对于姿态控制、轨道
来说都不是对称的，其飞行效率更低，控制

模式更加复杂，一旦构型发生偏转，就需要
付出额外的代价和资源将其控回。

为了让“T”字构型更加稳定可靠，航
天科技集团五院的研制团队着眼于中国
空间站的系统集成，一体化设计出整站三
舱，构建了一个“组合体核心”，作为“最强
大脑”对整个空间站进行统一管理，保证
各舱段、飞行器动作协调。

保证空间站运行安全
此外，问天、梦天两个实验舱的气闸

舱都分别位于“T”字一横的端头，正常工
作泄压或异常隔离时均不影响其他密封
舱段构成连贯空间，可保证空间站运行的
安全性。

作为“T”字一竖的天和核心舱保持着
前向、后向、径向三向对接的能力。后向可
对接货运飞船，使组合体可以直接利用货

运飞船的发动机进行轨道机动。前向、径
向两个对接口不仅可以接纳两艘载人飞船
实现轮换，且在保持正常三轴稳定对地姿
态时，两对接口都在轨道平面内，即可让载
人飞船在轨道面内沿飞行方向和沿轨道半
径方向直接对接，无需对接后再转换对接
口，使航天员往返更加安全快捷。

（据新华社北京11月3日电）

1111月月33日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拍摄的神舟十四号航天员陈冬日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拍摄的神舟十四号航天员陈冬（（中中）、）、刘洋刘洋（（左左）、）、
蔡旭哲进入梦天实验舱蔡旭哲进入梦天实验舱。。 （（新华社新华社 发发））

11月3日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拍摄的空间站梦天实验舱完成转位的模拟图像。（新华社 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