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空间实验室飞行任务方案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空间实验室阶段规划实施长征七号运载火箭首次飞行任

务，以及天宫二号、神舟十一号和天舟一号共 4次飞行任务。 

一、主要目的 

    突破和掌握货物运输、航天员中期驻留、推进剂补加、地面长时间任务支持

和保障等技术，开展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为空间站建造和运营积累经验。 

二、技术状态 

载人航天工程航天员、空间应用、载人飞船、货运飞船、空间实验室、长征

二号 F运载火箭、长征七号运载火箭、酒泉发射场、文昌发射场、测控通信和着

陆场等 11个系统参加空间实验室阶段飞行任务。 

长征七号运载火箭是我国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的基本型，采用捆绑四枚助推

器的两级构型，全长 53.1 米，起飞质量 597 吨，使用液氧煤油发动机，近地轨

道运载能力 13.5吨，在文昌发射场发射。 

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采用实验舱和资源舱两舱构型，全长 10.4 米，舱体最

大直径 3.35米，起飞质量 8.6吨，设计在轨寿命 2年。天宫二号由长征二号 F T2

火箭在酒泉发射场发射。 

神舟十一号飞船与神舟十号飞船技术状态基本一致，根据任务和产品研制需

要，进行了部分技术状态更改。神舟十一号飞船由长征二号 F Y11火箭在酒泉发

射场发射，飞行乘组由 2名男航天员组成。 

长征二号 FT2火箭与 T1火箭、Y11火箭与 Y10火箭技术状态基本一致，为进

一步提高安全性与可靠性，进行了部分技术状态更改。 

天舟一号货运飞船采用货物舱和推进舱两舱构型，设计在轨寿命 1年，由长

征七号 Y2火箭在文昌发射场发射。 



 

位于四子王旗的主着陆场承担神舟十一号飞船返回舱搜救和回收任务。位于

东风的副着陆场作为备份，并承担多用途飞船缩比返回舱模型的搜索和回收任务。 

三、长征七号运载火箭首次飞行任务实施情况 

2016 年 6 月 25 日 20 时，长征七号 Y1 火箭在文昌发射场点火升空，将多用

途飞船缩比返回舱等搭载载荷准确送入预定轨道。6月 26日 15时 41分，多用途

飞船缩比返回舱安全返回东风着陆场。长征七号运载火箭首次飞行任务既定目标

全部实现，取得圆满成功。 

四、后续任务主要飞行程序 

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在酒泉发射场发射，起飞后约 10 分钟器箭分离，进入

近地点 200公里、远地点 350公里的初始轨道，之后变轨进入高度约 393公里的

近圆轨道，完成在轨测试及空间应用载荷测试。 

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船在酒泉发射场发射，入轨后经变轨调相，与天宫二号交

会对接构成组合体，航天员进入天宫二号，开展空间科学实验和技术试验。组合

体运行第 30 天，神舟十一号与天宫二号分离，航天员乘返回舱返回四子王旗主

着陆场。天宫二号继续在轨飞行。 

天舟一号货运飞船在文昌发射场发射，入轨后经变轨调相，与天宫二号交会

对接构成组合体，进行推进剂补加试验等。天舟一号完成组合体停靠任务后与天

宫二号分离，开展搭载载荷试验。天宫二号继续在轨飞行，开展空间科学实验与

技术试验。 

天宫二号和天舟一号寿命末期分别受控离轨，陨落至太平洋海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