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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节点：倒飞

事件：为顺利进行二次交会对接，天
宫/神八组合体于13日22时37分在距地面
高度约343公里的近圆轨道上偏航180度，
建立倒飞姿态。

解读(北京飞控中心副主任麻永平)：
此时，组合体运行以天宫一号控制为
主，神舟八号处于停靠状态，组合体的
姿态调整由天宫一号来控制进行。因
此，这次太空转身，天宫/神八组合体没
有启动轨控发动机，而是依靠陀螺动量
轮的控制完成，目的是尽可能减少对轨
道的扰动。

解读 (北京飞控中心副总设计师李
剑)：选择倒飞的方式，而不直接以原
有姿态，即飞船在前、天宫在后的姿
态进行分离和二次对接，主要是考虑
光照条件并保持与第一次对接姿态一
致。

关节点：分离

事件：要完成二次交会对接，神舟
八号首先要与天宫一号，这也是首次交
会对接时没有做过的动作。当组合体的
对接机构控制器接到分离指令后，对接锁
系就将执行分离指令，实施解锁动作，时
间需要3-4分钟；对接锁解开后，将通过对
接面上4个被压缩的弹簧推杆的弹簧力，
将两个8吨多重的航天器轻轻推开。

解读(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研究员陶
建中)：这个弹簧力并不大，只有几百牛
顿，相当于几十公斤。两个航天器被推
开后，将保持一定姿态，缓缓分离，直
至准备执行第二次交会对接任务。

解读 (北京飞控中心副总设计师李
剑)：神舟八号与天宫一号的撤离过程是
受控的。分离弹簧虽然是对称设计，但是
分离的时候很容易产生两个目标的偏航、
倾斜，因而要控制好两个目标的相对姿
态，保持好两个目标相对导航。

关节点：对接

事件：神舟八号飞船撤离至140米后，
将再次飞往天宫一号，完成第二次对接。
这次对接与首次对接过程基本相同。神八
飞船平伸出捕获环，主动捕获、缓冲、拉
近、锁紧天宫一号。主要区别在于，二次对
接将在光照区进行。

解读 (天宫一号总设计师张柏楠 )：
首次交会对接在地球阴影区进行，由于
没有太空中强光的影响，对接非常顺利。
为了充分验证测量设备的抗干扰能力，
二次对接或将在光照区举行。目前最担
心的，是强阳光对测量设备所造成的干
扰。

解读 (北京飞控中心副主任麻永
平 )：进行第二次交会对接目的是，进
一步考核对接机构的重复使用性能，以
及交会测量设备在不同空间环境下的性
能。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4日电)

专家详解神舟八号与天宫一号的二次交会对接有哪些关节点，面临怎样的考验

二次交会对接三大关节点

在二次交会对接前，神舟八号与天宫一号的
组合体要重新进行转向180度，转回天宫在前、
飞船在后的运行状态。那么，为何不直接以原有
姿态，即飞船在前、天宫在后的姿态进行分离和
二次交会对接呢？

据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副总设计师李剑介
绍，神舟八号与天宫一号进行首次交会对接时，
二者转入组合体状态后，组合体调头，天宫在
后、飞船在前继续在轨运行。这种位置安排是考
虑到天宫一号负责整个组合体的运行，其发动机
装在后面，因而天宫一号处于后方，对接后发动
机点火可进行轨道维持，这也是正常的组合体运
行状态。

李剑解释说，选择这样的方式，主要考虑光
照条件并保持与第一次对接姿态一致。

而二次交会对接前飞船的分离形态，与二次
交会对接后飞船最终撤离天宫的方式也不相同。
二次交会对接前，组合体进行180度调头，飞船
正飞分开。而最终撤离返回的时候，组合体不再
调头，飞船采取倒飞撤离，即直接从前面撤离。

(据新华社电)

天宫神八为何扭转

方向进行二次对接

天宫一号与神舟八号的二次交会对接任
务，于14日20时顺利完成。二次对接后还有哪些
后续看点值得关注？北京飞控中心副总设计师
李剑进行了相关介绍。

组合体轨道维持

二次交会对接完成后，将对神八/天宫的组
合体进行第二次轨道维持。李剑说，运行在外
太空的航天器受大气阻力影响，其轨道会出现
衰减，因此天宫一号与神舟八号的组合体在轨
运行期间也将进行2次轨道维持。组合体第一次
轨道维持于11月4日顺利进行。

飞船再次撤离天宫

组合体运行一段时间后，神舟八号飞船将
再次撤离天宫一号。这次飞船分离与二次交会
对接前飞船的分离形态不同。二次交会对接
前，组合体进行180度调头，飞船正飞分开。而
最终撤离返回的时候，组合体不再调头，飞船
采取倒飞撤离，即直接从前面撤离。

飞船或进行轨道维持

李剑说，为使飞船顺利返回地面，返回前
计划进行一次飞船轨道维持，目的是为了能让
飞船精确地瞄准着陆点，即返回那一圈的轨迹
要过着陆场的中心点。但是，如果各种因素考
虑准确，飞船撤离后、返回前的轨道维持或将
取消。

飞船返回

飞船撤离后，预计运行一段时间再返回地
面。李剑说，飞船分离后不是立即就返回，而
是计划撤离后一天返回，主要是在程序设计上
为返回前轨道的偏差留有调整余地。返回程序
的准备也需要一定时间，还要考虑主着陆场气
象条件等很多因素。因此，要做好全面准备后
再以最好时机进行返回。

(新华社北京11月14日电 )

二次交会对接

后续看点

二次交会对接新特点
天宫一号与神舟八号第二次交会对接与第一次交会对接

有何不同？难度何在？北京飞控中心副总设计师李剑接受新华
社记者专访，对二次交会对接新特点进行解读。

“首次交会对接进行的非常顺利，精度很高。”李剑说，“现
在组合体的飞行状态是天宫在后，飞船在前，飞船处于倒飞状
态。在二次对接的时候，天宫一号首先要调180度姿态，转头朝
后，飞船正飞。这个状态与第一次对接的时候是一样的。”

据李剑介绍，二次交会对接与一次的不同主要有两点，一
是飞船要先进行撤离；二是对接在光照区进行。

撤离，是一个全新的环节。“首次对接成功后，两个飞行器
进行了锁紧。现在就要打开这个锁，通过两个对接机构上的分
离推杆，把两个飞行器推开。二者以一定的速度分开，分开之
后，在观察具备二次对接条件后，再对上去。”李剑说。

另一与首次交会对接的不同在于，对接的光照条件不一
样。首次交会对接是在阴影区进行，而二次则是在光照区。据李
剑介绍，相对导航测量设备受到强光干扰，可能会产生一些状
况，对交会对接的稳定性也是极大的挑战。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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