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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箭进行多项技术升级
可提供定制化发射服务

谷神星一号火箭是一型自主研制的
四级轻型商业运载火箭，一、二、三级采用
固体动力，四级采用轨控和姿控一体化液
体动力。火箭直径1.4米，全长约20米，起飞
重量约33吨，500公里太阳同步轨道最大运
力300公斤，火箭四级采用了一系列创新
性设计，可为国内外卫星客户提供微小卫
星灵活的专属、共享、搭载等定制化发射
服务。此次，火箭进行了多项技术升级，更
好地满足用户多样化的发射需求。

谷神星一号火箭研发总监刘百奇
说，此次发射的火箭质量减轻了一半，生
产周期缩短为原来的三分之一；同时增大
了整个整流罩的尺寸，可以为卫星提供更
大更宽阔的安装空间；另外，针对火箭的
四级，把过去的动力舱、仪器舱两舱结构
改为一体化复合材料支架，这样减重了75
公斤，可以大幅提升火箭的运力。

据了解，本次是谷神星一号执行的第
三次商业发射任务，任务成功标志着这个
型号火箭从成功走向成熟，进入到量产和
批量发射交付新阶段。同时，也为正在研
制的能力更强的新型火箭打下技术基础。

刘百奇表示，正在研制中的大型重
复使用液体运载火箭叫智神星一号，目
前火箭的主动力系统发动机已经完成了
全系统试车，火箭的结构产品、电器产品
均已投产，计划在2023年底到2024年上
半年实施首次入轨飞行试验。

今明两年还有多个
商业火箭型号首飞

此次发射的谷神星一号火箭是由民
营企业研制的商业火箭。我国商业航天
起步于2015年，在这7年时间里，我国商
业航天市场规模快速增长，年增长率保
持在20%以上。据统计，2021年，我国商
业航天市场规模达到1 . 2万亿元，今年
有望超过1 . 5万亿元。在高速增长的背
后，国家政策扶持为商业航天发展提供
了强大动力。

2015年，多部门联合发布《国家民用
空间基础设施中长期发展规划（2015—
2025年）》，鼓励民间资本积极参与航天
事业。自此，民营商业火箭公司犹如雨后
春笋，相继成立。截至目前，国内4家民营
火箭公司先后进行了8次入轨发射尝试，
其中2家企业的火箭相继入轨成功，而谷
神星一号也成为国内首个实现连续成功

入轨的民营火箭型号。预计今明两年，还
有多家民营火箭公司的多个火箭型号亟
待首飞，整个行业呈现蓬勃发展态势。

民营火箭也正在不断通过技术创
新，从而降低发射成本、提升发射效率。
据刘百奇介绍，谷神星一号运载火箭和
传统的小型固体运载火箭相比，其运载
能力提升了30%，成本下降了30%。“我
们主要通过一些技术的创新来实现火箭
的低成本和高性能，比如4级发动机采用
了3D打印的方案，不仅降低了整个发动
机的重量，也同时提升了发动机的性
能。”刘百奇说。

今年发射商业卫星
数量将超过50颗

商业卫星发射市场近年来蓬勃发
展，促使对运载火箭低成本发射的需求
激增。据统计，未来10年，全球将有2万—3
万颗卫星需要发射，火箭需求量十分巨
大。然而，对于民营航天企业来说，运载火
箭技术难度大、研制周期长、产能提升较
慢，因此，国家也出台了相关扶持政策，比
如鼓励部分科研设施向民企开放。“大家
知道研制卫星和火箭，特别是研制火箭，
对科研基础设施的要求还是很高的，国家

过去投入很大，我们也鼓励这部分科研设
施向民营企业开放，向社会开放共享。”国
家航天局总工程师潘爱华说。

据统计，2021年，我国共发射了36颗
商业卫星，而今年这一数量将超过50颗。
随着商业卫星需求日益增多，我国的商
业卫星的生产及发射也在不断提速。

在吉林长春一家卫星企业的研制厂
房里，最新一批的高分辨率观测卫星正
在进行总装。这批高分辨率观测卫星是

“吉林一号”商业卫星遥感星座的一部
分，这也是我国目前最大的商业遥感卫
星星座，目前已有54颗“吉林一号”卫星
在太空运行。由于订单数量不断增多，这
家公司计划在今年下半年继续完成剩余
27颗卫星的发射任务。

“吉林一号”星座建设不断提速，发
射量从2015年的一年发射几颗到2019年
的一年十几颗，再到今年已达到一年三
四十颗。据统计，截至今年6月，我国在轨
商业遥感卫星数量达到120余颗，应用领
域不断延伸，已覆盖通信、遥感、技术试
验、空间科学等各个方面。吉林一号、北
京二号、高景一号等一批商业卫星星座
建设正在不断加速，我国商业航天已形
成从研制到发射、运营、应用的全产业链
发展。 综合央视、新华社

记者8月9日从中国载人
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中
国 空 间 站 第 2 个 实 验 舱
段——— 梦天实验舱已完成出
厂前所有研制工作，于近日
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后续，
梦天实验舱将按计划开展发
射场区各项总装和测试工
作。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
态良好，参试各系统正在有
序开展各项任务准备。

梦天实验舱又被称为梦
天舱，是中国空间站“天宫”的
组成部分，舱段规模20吨级。
其主要面向微重力科学研究，
配置了流体物理、材料科学、
燃烧科学等多学科方向的实
验柜。2020年5月，中国空间站
核心舱完成正样产品总装，问
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开展
初样研制。今年7月，梦天实验
舱完成正样热试验。在今年4
月17日的发布会上，载人航天
工程办公室主任郝淳介绍，根
据任务计划安排，梦天实验舱
将于10月发射，与核心舱对
接，之后空间站三舱形成“T”
字基本构型，完成中国空间站
在轨建造。 综合新华社等

累计报告阳性1899例
划定公布高风险区268个

会上通报，9日0时—12时，海南省共
报告本土新冠病毒阳性感染者40例，其
中确诊病例32例、无症状感染者8例。海
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李文秀说，
海南省疫情总体上升趋势有所趋缓，8月
8日无新增涉疫市县，但仍处于高位，新
增感染者中未管控人群所占比例仍较
高，疫情扩散风险仍较大。截至8月9日7
时，海南省发生疫情的地区共划定公布
高风险区268个、中风险区167个。儋州、
陵水、东方等市县疫情均呈上升趋势，个
别市县疫情波及的乡镇有所增多，疫情
有扩散趋势，需警惕社区传播风险。

省外支援方面，截至8月9日12时，19
个省份9441人、核酸检测138万管/日设
备已到达海南。来自14个省市累计3330
人次开展流调与监督、核酸采样和核酸

检测等工作。
截至8月9日12时，海南省本轮疫情

累计报告阳性感染者1899例，其中确诊
病例1314例，无症状感染者585例。下一
步，海南将加快救治能力建设，尽快使方
舱医院床位数达到1万张；加大隔离点整
体储备力度；同时，确保每轮全员核酸筛
查在24小时内完成。争取在较短时间内
实现社会面清零。

三亚机场执行3班包机
送滞留旅客出岛

海南已统筹调度，启动滞留游客返
程工作。8月9日，海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指挥部发布《关于滞留海南旅客离岛
返程有关事宜的公告》。公告称，对符合
条件的滞留旅客，自8月9日起分类分批
安排返程：无疫情的市县（区），旅客所在
旅行团队或入住酒店近7天内没有阳性
感染者；或近3天内未出现发热、干咳、嗅

觉丧失、肌肉酸痛等临床症状的散客，可
凭48小时两次（每天1次）核酸阴性证明
返程。低风险区，旅客所在旅行团队或入
住酒店7天内没有阳性感染者；或近3天
内未出现发热、干咳、嗅觉丧失、肌肉酸
痛等临床症状的散客，可凭72小时3次

（每天1次）核酸阴性证明返程。中高风险
区，经过疫情防控降为低风险区后，执行
低风险区规定。在自愿基础上，优先安排
具有医疗需要、老年人、儿童、孕妇等特
殊人群及其陪护人员返程。

按照公告要求，三亚成立游客返程
服务专班，制定转运具体实施方案，按照
分类施策、分批转运、安全有序、严防外
溢原则，对滞留旅客感染传播风险进行
评估研判，对符合防疫条件的滞留旅客，
有序安排返程。9日下午，三亚凤凰国际
机场执行三班包机运送滞留旅客出岛，
分别前往西安、成都和上海。当日16时28
分，首批125名滞留三亚的游客搭乘飞机
前往西安。 综合新华社、央视

海南本轮疫情上升趋势趋缓，已安排符合条件的滞留旅客返程

首批125名滞留三亚游客返回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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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9日12时11分，谷神星一号遥三运载火箭在我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
升空，将搭载的泰景一号01/02星和东海一号卫星共3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发射
任务获得圆满成功。泰景一号01/02星主要用于提供商业遥感服务，东海一号卫星主
要用于验证微小型偏振光相机多模式遥感探测技术。

此次发射实现了谷神星一号运载火箭的“三连胜”，创造了中国民营火箭发展的
新纪录，同时也标志着谷神星一号开始从成功走向成熟，率先迈入民营火箭型号的规
模化商业发射交付的新阶段。

记者从8月9日举行的海南省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8月1日至9日12时，海南本轮疫情累计报告阳性感
染者1899例，其中确诊病例1314例、无症状感染者585例。9日0时至12时，海南全省共报告阳性感染者40例，无新增涉疫
市县，全省疫情总体上升趋势趋缓。同时，首批125名滞留三亚的游客，已于9日16时28分搭乘飞机前往西安。

8月9日12时11分，谷神星一号遥三运载火箭在我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升空。新华社发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国家中医药局
办公室8月9日发布关于将阿兹夫定片纳入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的通知。据悉，阿
兹夫定片是我国首个自主研发的口服小分
子新冠病毒肺炎治疗药物。

通知称，根据国家药监局附条件批准阿兹
夫定片增加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适应症注
册申请的审批意见，为进一步完善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抗病毒治疗方案，经研究，将该药纳入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第九版)》。
使用该药品前应详细阅读国家药监局核

准的《阿兹夫定片说明书》，按照说明书规定的
适应证、用法用量正确使用药品。患者应在医
师指导下用药。医师开具该药品前要熟知禁忌
症、不良反应、药物的相互作用等，并详细询问
患者的药物过敏史等情况，避免有禁忌症的患
者使用。各地要严格按照《药品不良反应报告
和监测管理办法》要求，做好不良反应监测和
报告工作，确保用药安全。 据央视

首个国产抗新冠口服药

被纳入诊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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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天实验舱于近日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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