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9月8日 星期四

13
编辑 钱红 美编 王涛

近日，俄罗斯国家航天集
团在“军队-2022”国际军事
技术论坛上首次公布了拟建
造的轨道服务站模型。随着
国际空间站不断老化且寿命
即将到期，政治因素又严重干
扰了俄与西方航天合作，俄罗
斯已表示将于2024年后退出
国际空间站项目，致力于开发
独立运行的新一代空间站。
那么俄罗斯新一代空间站有
望在什么时候建成？它又会
具备哪些新特点？可能面临
哪些挑战呢？

“另起炉灶”事出有因

随着国际空间站逐渐“步
入暮年”，各参与国陆续开展
了先期研究和未来布局。其
中，俄罗斯2021年部署了科
学号多功能实验舱和停泊号
节点舱，原计划在国际空间站
退役后，以多个俄罗斯舱段为
基础，构建起独立空间站。不
过，随着形势变化，这个计划
已被代号为“罗斯”的轨道服
务站方案取代，现役国际空间
站俄罗斯舱段届时有可能作
为过渡训练场所，未来不排除
转让给美国，或者直接废弃。

其实，俄罗斯对于国际空
间站颇有微词。长期以来，俄
罗斯航天单位承担了大量国
际空间站建造和维护工作，飞
行任务人次数超过40%，但开
展在轨应用活动相对较少，实
验项目仅占总数的约20%，可
以说“任务负担和应用成果不
匹配”。

一方面，国际空间站俄罗
斯核心舱段发射最早，却功能
有限，后期部署的多个俄罗斯
舱段规模较小，兼顾科学实
验、航天器对接、航天员出舱
等多种功能，并非专用研究设
施，限制了俄方在轨实验能
力。所以，俄罗斯一直认为

“在国际空间站上的投入与效
益不匹配”。

另一方面，俄罗斯去年评
估了相关舱段状况，发现大部
分设备老化，航天员用于国际
空间站设备维护和维修的时
间越来越多，进行科学实验的
时间越来越少。如果要长期
正常使用既有舱段，维护资金
可达数亿美元，对于俄航天单
位是不小的负担。而且，俄方
评估认为，2024年以后继续
运行国际空间站将存在“额外
的风险”。

在多方面因素作用下，近
期俄国家航天集团总裁表示，
俄罗斯已经决定2024年后退
出国际空间站，并同步建设本
国空间站。不过，后来俄方补
充称，在本国新一代空间站建
设取得重大突破之前，仍会继
续使用国际空间站。

太空新基地有“绝活”

目前，俄罗斯新一代空间
站规划了7种类型舱段，包括
实验兼核心舱、生产实验舱、
商业游客舱、气闸舱、非加压
平台舱、节点舱、充气舱。

按计划，“罗斯”的建设过
程分两个阶段展开。第一阶
段预计在2028年启动，包括
发射核心模块，使用新型补给
飞船及全新的运载火箭，完成
2个科学和动力模块、1个节点
舱和1个扩展气闸舱的组装。
第二阶段预计在2030年开始
建设，将为空间站增加3个模
块和一系列科学设备，足以支
持4名航天员工作生活。

不过，空间站设计仍未最
终确定，俄罗斯航天单位利用
新成果以及运营国际空间站
的经验教训，面向空间应用和
试验开展，提出了很多新
构想。

在组成结构方面，国际空
间站采用桁架式结构，扩展性
好，但也带来了建造复杂、需
要更多发射次数和大量舱外
作业的问题。“罗斯”计划采用

模块化、开放式结构，建设速
度更快，而且在某个舱段寿命
耗尽后，可以直接补充新舱段
替换。理论上，只要保证定期
维护、更新，俄罗斯新一代空
间站将具备永久在轨工作
能力。

在运行轨道方面，国际空
间站的轨道倾角是52度，只能
观测到5%的俄罗斯领土。而

“罗斯”预定的运行轨道倾角
是97度，接近极地，便于覆盖
遥测俄罗斯全境，还能为航天
员提供更广阔的视野，又可获
得更长的光照时间，有效解决
空间站供电问题。

此外，俄罗斯新一代空间
站将运行在太阳同步轨道上，
观测效率更高，当天即可拍遍
全球。空间站配备多种光学
和雷达观测设备，以及监测外
层空间的仪器，将涵盖对地观
测、军事侦察、科学研究、太空
旅游等大多数空间应用范畴，
有望充分发挥效益，为国民经
济提供更大帮助。

在空间实验方面，国际空
间站为俄罗斯提供的科学实
验资源较为有限，在科学号实
验舱部署前，老旧的星辰号舱
段承担了超过50%的实验项
目，繁琐的维护工作严重影响
了航天员的工作效率。“罗斯”
将为俄罗斯空间科学研究提
供崭新平台，有望创造无菌、
微重力、真空及超级阳光辐射
等珍贵的空间实验环境，支撑
俄罗斯在材料科学、流体物
理、天体物理、航天生物学、航
天医学等领域开展前沿探索
研究，促进科技发展。

有意思的是，俄罗斯新一
代空间站在载人支持方面有
两个特殊之处。其一，航天员
或许不会持续在轨，既是为了
节约持续补充水、食物和氧气
的成本，也是为了应对空间站
部分飞行轨道超出地球磁层
而辐射剂量大增的情况。航
天员每年可能仅在空间站上

工作生活数月，参与科学实
验、机柜更换维护等工作。其
二，空间站上有望部署“传说
已久”的短半径离心机，尝试
制造人工重力，在更遥远的未
来充当深空探索中转站，帮助
航天员前往月球或火星。

“拦路虎”不容忽视

俄罗斯官方对新一代空
间站寄予厚望，列其为载人航
天工程优先事项，称其“将代
表一种不同的载人航天哲
学”，但仍面临很多现实困难。

首先，俄罗斯投入的资源
和综合国力很可能难以支撑
其载人航天的宏伟目标。

俄罗斯空间站建造技术
领先，在轨维护经验丰富，但
其经济总量、航天资金投入都
无法同超级大国时代相比了。
一旦俄罗斯宏观经济形势不
确定，航天发展规划就会受干
扰，导致计划进展缓慢、调整
频繁。尤其是空间站项目投
入巨大，俄方难以独立完成，
已多次表示，空间站“对友好
国家开放，用于国际合作研
究”。

其次，俄罗斯载人航天体
系能力存在短板。

以本应技术成熟的国际
空间站俄罗斯舱段为例。科
学号实验舱始建于1995年，
2012年基本建造完成，但又
经历了加注阀门泄漏、推进剂
贮箱污染、舱外推进剂管线阀
门老化、星敏器与红外探测器
热防护罩漏装等一系列问题，
最终在2021年才发射升空。

不料，科学号实验舱入轨
后接二连三出现异常，先是红
外传感器测试失败，然后变轨
过程中舱段飞控软件故障；与
国际空间站对接后，出现计算
误判，意外使用姿控发动机点
火，使国际空间站转动角速率
超标近5倍，轴倾斜540度。
此后，各方用1年时间，通过6

次太空行走才完成新舱段与
国际空间站整合。

幸运的是，科学号实验舱
暴露的问题已经被逐一解决，
通过这个综合项目，俄方初步
实现了载人航天体系重建与
人才锻炼的目标，将为后续载
人航天事业发展注入新的活
力。展望未来，“罗斯”会怎样
建设、运行，能否重振俄罗斯
载人航天事业的辉煌，令人
期待。

■ 相关链接

NASA计划2031年
摧毁国际空间站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近日宣布，计划在
2031年摧毁国际空间站，残骸
将从太空坠入地球上最偏远
的地区、南太平洋的一个无人
区。国际空间站的设计寿命
为15年，现在已经运行了20
多年。

根据计划，NASA将于
2031年1月开始让这个93万磅
的庞然大物逐渐“脱轨”，没有
在大气层中燃尽的部分将沉
入南太平洋的无人区“尼莫
点”。这是地球上最偏远的地
方，是离任何方向的人类定居
点最远的地方，卫星和火箭都
在这里安葬。“尼莫点”距离新
西兰东部海岸约3000英里，位
于南极洲以北2000英里。据
报道，自1971年以来，美国、俄
罗斯、日本和欧洲国家已使用
这里沉没了超过263块太空残
骸，这里也被称为“航天器墓
园”。

NASA表示，在国际空间
站脱轨前的最后几天，一些航
天器将被派往国际空间站，不
配备人员，只是帮助将其推向
地球。

据《中国航天报》、界面新
闻、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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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于2024年后退出国际空间站项目

俄罗斯新空间站有不少“绝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