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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运载火箭外，新一代载人飞船
是飞向月球的重要一棒，将在火箭之
后接力护送航天员登月。

新一代载人飞船是我国全面升级
版的天地往返交通工具，它近可送航天
员往返离地球近400公里的中国空间
站，远可完成38万公里外的载人登月甚
至去更远的星球探险，既能载人又能载
物，还可重复使用降低成本，将大大提
高我国载人天地往返运输能力。

2020年5月5日，长征五号B运载
火箭首飞成功，将新一代载人飞船试
验船送入太空。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
五院抓总研制的新一代载人飞船试验
船在首飞任务中轨道远地点高度超过
8000公里，以接近第二宇宙速度再入
返回。

航天科技集团五院飞船专家介绍，

新一代载人飞船采用模块化设计，由逃
逸塔、返回舱和服务舱组成，适应近地、
深空等任务需求，主要用于将航天员送
往环月轨道并返回地球。飞船的入轨质
量大约26吨，可搭乘3名航天员。

与神舟飞船三舱结构不同，新飞
船是“两居室”：一个是返回舱，是整船
的指令中心，也是航天员生活起居的
地方；另一个是服务舱，是整船能源与
动力中心。“两居室”的结构使飞船更
灵活，可重复利用的部分也更高。

据介绍，在新一代载人飞船基础
上，我国还在统筹研制近地飞船。近地
飞船乘组为4到7人，为后续开展太空
旅游预留了空间。

此外，月面着陆器重约26吨，由登
月舱和推进舱组成，可将两名航天员
送达月面，主要负责把航天员从环月

轨道下降着陆月面并返回环月轨道。
同时，月面着陆器也具有自主控制飞
行能力。

登月舱是航天员的座舱，具备一
定的动力冗余功能来保证航天员安
全。推进舱主要负责完成着陆器到月
球附近的近月制动，以及月面下降的
主减速。

月面着陆器到达月面后，航天员
将乘坐载人月球车，在月面开展工作。
载人月球车重约200公斤，可搭乘两名
航天员。航天员将乘月球车在10公里
范围内开展月球采样及相应的月面实
验。除载人月球车外，我国还计划发射
一个具备大范围移动能力的月面移动
实验室，可实现长期无人自主在月面
活动，并可支持航天员短期驻留。

据新华社电

这是生产一辆新能源汽车的4小时
“旅程”——

上海本地，提供芯片、软件等组成的
“大脑”；向西约200公里外的江苏常州，
提供作为“心脏”的动力电池；向南200多
公里外的浙江宁波，提供完成“身体”的
一体化压铸机……

在长三角，通过产业集群协同发展，
一家新能源汽车整车厂可以在4小时车
程内解决所需配套零部件供应，形成了
体现现代化产业体系特征的“4小时产
业圈”。

产业集聚

汽车是体现一国制造业实力的重要
标志之一，而新能源汽车成为全球汽车

产业转型升级、绿色发展的主要方向。
中国突破新能源汽车关键核心技

术，建成完整产业体系，产销量连续8年
世界第一。“4小时产业圈”正是中国新能
源汽车崛起的一个缩影。

2022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量705.8
万辆，其中长三角的沪苏浙皖四地产量
约290万辆，占四成以上。

太湖之畔的江苏常州，去年动力电
池产销量占全国的五分之一。

动力电池生产有32个主要环节，常
州覆盖其中31个，产业链完整度高达
97%。这座城市目前拥有多座国内头部
动力电池“链主”企业生产基地，带动正
极、负极、隔膜、结构件等130多家规模以
上配套企业快速发展。

产业链的集聚，延伸到整车制造。

上世纪80年代，大众汽车进入中国，
首先落户上海。经过多年努力，首款车型
桑塔纳的零部件国产化率从不到4%提
高到90%以上，一批零部件制造企业发
展壮大。

现在，车程4小时范围内的新能源汽
车产业集群，既契合产业就近采购原则，
能够大幅缩减零部件运输成本，也赋予
供应系统快速灵活的响应能力，工厂能
够按照生产计划随时调配周边企业零
部件。

“得益于这种产业链基础，特斯拉上
海超级工厂实现了当年开工、当年投产、
当年交付。”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
秘书长崔东树说。

目前，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已实现
零部件本地化率95%以上，带动上游360
家供应商、10万个就业岗位及7000亿元
累计订单，60家中国供应商进入特斯拉
全球供应商体系。

华泰证券研究所汽车行业首席研究
员宋亭亭认为，“4小时产业圈”是随着上
海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逐渐形成的，现
在在长三角布局整车生产工厂的新能源
汽车品牌超过10个。

处于“4小时产业圈”的江苏，动力电
池及配套重点企业超过140家，电机、电
控、电驱动总成等关键零部件领域的领
军企业不断增加。

在浙江，环杭州湾新能源汽车产业
集群加速推进，温州、台州沿海汽车产业
带转型提升。

在安徽，整车—电池—电机—电控
全产业链已经形成，整车、零部件、后市
场三位一体布局全面实施。

“既有完整产业链，又有巨大市场需
求，还有出口便利性，这是长三角新能源
汽车发展的优势所在。”比亚迪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王传福说。

先进制造

“4小时产业圈”内的宁波市北仑区，
聚集超过110家汽车及关键零部件规上
企业，去年工业产值超千亿元。

在新能源汽车轻量化“车身革命”
中，北仑扮演着重要角色。

按传统工艺，汽车制造包括冲压、焊
装、涂装、总装4个环节，零部件装配最为
复杂耗时。

2020年，一家新能源整车企业宣布
采用一体化压铸后地板总成，将原来通
过零部件冲压、焊接的总成转向一次压
铸成型。某车型的后地板采用一体化压
铸技术后，70多个零件减少为1个零件，
减轻13%的重量。

“得益于铸造行业的优势基础，北仑
在新能源汽车轻量化零部件领域具有竞
争力，多家企业进入特斯拉供应链。”宁
波市北仑区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黄少
杰说。

现在，蔚来、小鹏、长安、沃尔沃等一
批汽车企业都在跟进一体化压铸技术。
专家认为，一体化压铸技术正在给汽车
产业带来制造变革。

“4小时产业圈”的形成，正在有力推
动长三角制造业水平的整体提升。

在宁德时代所属的江苏时代新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记者穿上鞋套、不携带任
何电子产品，也只能进到车间外的长廊，
透过玻璃窗看生产电池的每道工序。

这座工厂每小时要过滤25次空气，
洁净度与心脏搭桥手术室相当，生产线
几乎是全自动化操作，900多米长的生产
线只有约50名工人。

“一块汽车动力电池包含上百个电

芯，要保证性能达标、足够安全，需要这
100个电芯有极高的一致性，我们已把人
工智能和大数据等引入质检环节。”工厂
负责人华夏说。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表
示，中国的动力电池已建成完备的产业
链条，智能工厂、零碳工厂成为先进制
造标杆，将继续推动动力电池技术创
新，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绿色发
展水平。

协作创新

江苏省溧阳市中关村大道1号，中国
科学院物理所长三角研究中心坐落
于此。

5年前，研究中心落户于这一县级
市，多名院士和研究员带团队在此攻关，
看重的是“离产业近”，瞄准的是科技成
果转化和前沿技术研发。

“在溧阳中关村大道，可以找到十多
家我们企业的供应商，都是我们落户溧
阳后，跟着过来的。”华夏说，聚集成“4小
时产业圈”，更容易产生创新成果。

相比传统燃油车，新能源车的更迭
周期大幅缩减，整车项目约一年一小改，
两年一中改，开发周期在一年半左右。

创新供应链，也是“4小时产业圈”的
一大优势。

“这就对零部件企业响应新需求的

速度、同步开发能力等提出更高要求。处
在4小时产业集群圈中，对于整车厂和供
应商而言，沟通成本、协同设计、测试效
率都将获得改善。”宋亭亭说。

“在产业供应链不稳定的时期，江苏
作为国内最大的汽车零部件产业基地，
积极帮助上汽集团、特斯拉在江苏的汽
车零部件配套企业打通物流运输通道。”
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产业转型升级处
处长熊斌谦表示。

以2022年春天半个多月的数据为
例，江苏累计发往上汽、特斯拉零部件运
输车辆超过600车次，为2家企业解决超
450家红灯供应商物流运输问题，占2家
企业红灯供应商总数的90%。

相比电动化，汽车智能化、网联化变
革涉及的领域更多，程度也更深，可以想
象的空间也更大。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
负责人表示，下一步，新能源汽车产业发
展将坚持“车—能—路—云”融合发展。

专家分析，汽车产业链长，乘数效应
达1:10，即汽车每1个单位的产出，可带
动国民经济各环节增加10个单位的产
出。新能源汽车产业的融合发展，有望带
来更大拉动效应。

2023年夏，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高层
论坛上，长三角勾画一个新目标：打造新
能源汽车世界级产业集群。“4小时产业
圈”将继续展现创新活力。

据新华社北京7月24日电

长三角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

探访新能源汽车“4小时产业圈”

中国载人登月初步方案公布——

登月装备研制有何重要进展？近日，中国载人航天
工程办公室发布《关于征
集载人月球探测工程月面
科学载荷方案的公告》指
出，我国载人月球探测工
程登月阶段任务已经启动
实施，计划先期开展无人
登月飞行，并在 2030年前
实 现 中 国 人 首 次 登 陆
月球。

1969 年 7 月 20 日，经
过漫长飞行，人类首次登
上月球。50多年后，中国
载人登月初步方案公布。
中国探月更可期待。方案
具体将怎样实施？登月火
箭、新一代载人飞船、月面
着陆器等装备研制进展
如何？

月球是人类拓展和开发利用地
外空间的理想基地和前哨站，月球
探测也一直是当今世界载人航天发
展的热点和焦点。中国载人航天探
索的脚步不会只停留在近地轨道，
已具备开展载人月球探测工程实施
的条件。

“我国计划在2030年前实现载人
登陆月球开展科学探索，其后将探索
建造月球科研试验站，开展系统、连
续的月球探测和相关技术试验验
证。”不久前，在武汉举办的第九届中
国(国际)商业航天高峰论坛上，中国
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副总设计师张
海联介绍了登月的初步方案。

据了解，我国载人登月的初步方
案是：采用两枚运载火箭分别将月面
着陆器和载人飞船送至地月转移轨
道，飞船和着陆器在环月轨道交会对
接，航天员从飞船进入月面着陆器。
其后，月面着陆器将下降着陆于月面
预定区域，航天员登上月球开展科学
考察与样品采集。在完成既定任务
后，航天员将乘坐着陆器上升至环月
轨道与飞船交会对接，并携带样品乘
坐飞船返回地球。

纵观人类月球探测史，技术难度
大、风险挑战多、投入成本高是其显
著特点，检验着一个国家的科研实力
和综合国力。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技术顾
问、中国科学院院士叶培建此前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我国实现载人登
月需要在三个主要方面有所突破：第
一是研发出重型运载火箭，要能够把
人和登月舱送到月球；第二是解决人
来往地月的生命保障、安全以及工作
条件；第三是进行更多的地面条件的
建设 ，确保各项试验都得到充分
验证。

据悉，我国已全面部署开展各项
研制建设工作，科研人员正在研制长
征十号运载火箭、新一代载人飞船、
月面着陆器、登月服、载人月球车等
装备。

运载火箭是人类进入太空的“天
梯”，也是迈向浩瀚宇宙的第一步。
运载火箭的能力有多强，航天的舞台
就有多大。要实现载人登月，运载火
箭的研制是关键。

长征十号运载火箭是根据我国
载人航天工程发展规划，为发射我国
新一代载人飞船/月面着陆器而全新
研制的高可靠、高安全的载人运载火
箭，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一院负责抓
总研制。目前，火箭各项研制工作正
在有序加快推进。

航天科技集团一院火箭专家容
易告诉记者，长征十号运载火箭主要
用于将月面着陆器和登月飞船送入
地月转移轨道。长征十号运载火箭
采用液氢、液氧和煤油推进剂。全长
约92米，起飞重量约2187吨，起飞推
力约2678吨，地月转移轨道运载能力
不小于27吨。

“该型火箭衍生出的无助推构型
火箭可执行空间站航天员及货物运
输任务。全长约 67米，起飞重量约
740吨，起飞推力约 892吨，近地轨道

运载能力不小于 14吨。是实现我国
2030年前载人登陆月球和航天强国
建设的重要战略支撑，预计2027年具
备首飞条件。”容易说。

在设计过程中，研制团队还会在
新的技术应用上继续发力。容易介
绍，在智慧火箭方面，会在该型火箭
上有实际工程应用，进一步提高任务
成功率、保障航天员安全。为优化空
间站运营阶段的运营成本，无助推构
型火箭的一子级将按照可重复使用
进行设计。

在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工人在车间内忙碌。 新华社发

计划在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

登月火箭预计2027年具备首飞条件

新飞船是“两居室”航天员将乘月球车在月面开展工作

长征十号火箭模型。 据新华网

图为月球科研站模型。 据新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