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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

火箭残骸是怎么处理的

装了栅格舵的火箭级间段。

对于很多高轨卫星而言，旅程远未
结束，运送它们的火箭往往还有第三
级、上面级等重要结构。

例如，我国王牌火箭长三乙可以携
带一个远征一号上面级，就是靠这个

“太空摆渡车”才实现了数次北斗卫星
导航系统“一箭双星”任务。此时卫星
被分离时轨道已经非常高，这些火箭残
骸注定几乎不可能返回地球大气。以
2015年7月25日我国长三乙+远征一号

“一箭双星”发射北斗导航卫星为例，
直到今天长三乙的第三级仍然飞在近地
点 382千米、远地点 16587千米的大椭
圆轨道，而共同升空的远征一号更夸
张，它飞在近地点22042千米、远地点
27866千米的超级椭圆轨道。到人类灭
绝都不可能返回地球！

事实上，有很多人类航天事业早期
发射高轨卫星带来的火箭残骸，直到今
天依然在太空漫游。

而对于很多深空探测任务，目标轨
道轻易超过月球的距离，这些火箭残骸
已经远到无法追踪了。例如猎鹰重型火
箭2018年2月6日首次试射后，它的火
箭二级牢牢绑在特斯拉电动车背后，现
在已经大概到了相对地球的太阳系另一
面了。

这个阶段的太空垃圾已经太过遥
远，以至于把它们重新带回地球大气的
成本实在太高，得不偿失。此时的有效
手段就是让它们远离地球附近的宝贵轨
道，进入深空。这个过程基本只能靠它
在完成工作之后自主完成：利用残余的
燃料，燃尽最后一滴，尽力逃离地球。

例如我国在 2015年 3月 30日的长
三丙火箭发射北斗 I1-S卫星时，远征
一号上面级首秀，它在任务成功、将卫
星送入轨道后，最后阶段就执行了这么
一个命令，拼尽全力远离地球。时至今
日，它的轨道距离地球最远点已经达到
15万千米！是地球半径的 20多倍，根
本不可能再与人类相见。

人类航天事业，是人类科技史上的
奇迹，它的方方面面无不闪耀着人类最
辉煌的智慧和创造力光芒，即便对于火
箭残骸的处理亦是如此。不过，当我们
看到火箭残骸的种种处理技术时，更应
该对这些蜡炬成灰泪始干的残骸保持敬
畏：

它们牺牲自己，托起了人类一个又
一个航天梦想。

火箭残骸第 部分
让出轨道，不复相见

不久前，在我
国长征二号丙运载火

箭的一次发射任务中，通过火箭
上安装的栅格舵系统，火箭的一
子级落点实现了精确控制。这一
技术突破不仅有助于保障落区居
民安全，也是未来中国火箭可重
复使用的诸多核心技术之一。

那么，在人类的航天事业
中，过去产生的那么多火箭残骸
都是怎么处理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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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航天事业的基石是运载
火箭技术，然而，人类受困于强
大的地球引力和浓密的大气层影
响，火箭运输效率极低，有效载
荷仅为总重量的1%～5%。

以人类有史以来最强的登月
火箭土星五号为例，它的总重量
约为 3000 吨。第一级总重约
2290 吨，其中壳体和发动机质
量仅为130吨，其余2160吨都为
液氧煤油燃料。发动机工作时间

标准流程为165秒，平均每一秒
燃烧13.1吨燃料，换算成汽油差
不多够一辆百公里油耗 10升的
小汽车围绕地球赤道开 4圈半！
但它能送到月球的有效载荷仅为
45吨重的阿波罗飞船，比重仅
为 1.5%。如果考虑到真正的有
效载荷仅为三位宇航员和有限的
科学仪器，这个效率更低到令人
发指。其余部分几乎都是燃料和
火箭残骸。

火箭残骸的第一部分，在火
箭发射后不久会重新返回地面，
甚至在火箭刚开始呼啸震动时就
开始“掉渣”——这往往是保温
泡沫或结的冰。

大气密度大，这个阶段产生
的残骸高度不够、速度很低，因
而这些残骸根本没能突破大气。
按照火箭推进的原理，所有的火
箭几乎都要设计成多级模式，越
靠下面的部分越大越强力。这意
味着这部分残骸特点是：非常
大、非常贵，也非常危险！

以我国每次载人航天都要使
用到的长征2F王牌火箭为例，在
发射后约3分钟内，火箭的逃逸
塔、助推器、一级火箭、整流罩
等重要组成部分就会相继程序分
离，最后分离的整流罩上升的最
大高度仅为100千米左右，引力
作用下，它们必然会返回地球。

由于程序分离时间、分离姿
态、气象条件等各不相同，它们
的掉落区往往分散且面积巨大。
由于历史和技术原因，我国的三
大传统发射场酒泉、太原和西昌
都位于内陆，每次发射都要着重
考虑这一批残骸的破坏力。

火箭一级和整流罩等往往是
火箭体积重量最大、最核心也最

昂贵的部分，占据火箭总体成本
的 80%以上，却是最早被扔掉
的，非常可惜，而且非常危险。

处理它们的有效方式有三
种：

一是回收。这也是太空探索
技 术 公 司 （SpaceX）、 蓝 色 起
源、航天飞机固体助推器和我国
新一代火箭设计时考虑的重点因
素。目前，SpaceX 依靠这个技
术声名鹊起，不仅能够依靠一级
火箭反推平稳回收，还能利用整
流罩降落伞减速滑翔和接驳船大
网实现回收，几乎毫不浪费。

二是完全弃用。这是世界主
流火箭的主要处理方式，由于传
统火箭发动机设计和结构问题，
很多火箭根本无法复用，几乎毫
无回收价值，最理想的情况反而
是丢掉。但仅有靠海的发射场能
实现这一完美主义：例如美国的
范德堡空军基地、肯尼迪航天中
心、卡尔维拉尔角，中国文昌，
欧洲法属圭亚那。

三是尽力减少残骸影响。中
国酒泉、太原、西昌这些内陆发
射场，可以大大减少残骸的影
响。例如我国在7月26日长二丙
火箭发射遥感 30组-05卫星时，
给火箭一级的级间段安装了栅格
舵，在一级残骸落地过程中起到
稳定姿态和减速的效果，大大减
少了残骸的可能影响区间，成为
世界第二个运用此技术的案例，
也为我国未来新一代可回收火箭
积累宝贵经验。在火箭冲向天空
的过程中，栅格舵是紧紧贴着火
箭的，当火箭的一子级完成使命
再入大气层时，栅格舵正式开始
工作，变成火箭残骸的“翅膀”。
在“翅膀”的保驾护航之下，最
终火箭残骸落在设定的区域。

火箭残骸第 部分
能收则收，不收则躲

随着火箭继续飞行，火箭二级将会继续完成推
高航天器轨道的重任，以至于它分离时往往自身动
能已经足以环绕地球。但此时轨道高度依然在200
千米左右，这里大气虽然稀薄却可以造成足够阻
力，火箭二级往往还是会返回地球。

由于高空大气的情况复杂，火箭二级被抛弃后
姿态也无法确定，返回地球的轨迹、时间和冲击大
气地点很难预测。2016年 6月 25日，我国首次发
射新一代火箭长征七号，火箭二级在太空中自由飞
行了一个多月后，于7月27日当地晚间在北美中西
部再入大气。

但我们不必担心火箭二级造成的威胁。它们没
有任何防热措施，再入大气时速度快、空气稠密，
它们往往变成美丽的流星，焚毁在大气中。

也有极个别情况火箭二级可能变成“飞来横
祸”。历史上最接近二级火箭飞来横祸的是一位叫
洛蒂·威廉姆斯的美国人，在 1997年她被一个德
尔塔-2型火箭二级返回地球时的碎片擦过肩膀。
所幸只是轻微擦过，她并未受伤，就是吓了一跳，
如果再偏一点砸到头上，那就有生命危险了。

火箭二级成为残骸时往往已经有能力围绕地球
飞行，但返回地球状态难以预测且存在一定风险，
当然有必要妥善处理。

SpaceX在实现第一级回收后，曾经努力回收
第二级，可是第二级的价值实在有限，且回收距离
太远、成本太高，导致最后放弃了此项技术。但这
并不意味着第二级就此被抛弃：它执行任务的周期
很短，在任务结束后，可以利用剩余燃料，自己冲
进大气。由于地球绝大部分表面都是大洋，可以很
容易控制它们焚毁并最终残骸落入安全区域，尽力
减少潜在威胁。

而对于已经进入太空、距离地球较近、且一时
半会儿无法返回的火箭残骸，则可以采取人工干扰
的方式进行移除。例
如采用新一次发射任
务，用小型航天器靠
近火箭残骸，采用鱼
叉法、网捕法、太阳
光帆、拖拽法等将其
最终拖入大气焚毁。

虽然人类从未被
这个阶段的火箭残骸
伤害过，但它们对正
常卫星的潜在威胁极
大，极有可能造成更
多 新 的 太 空 垃 圾 ，

“杞人忧天”还是有
必要的。

火箭残骸第 部分
“天外来客”，可控再入

→ 当 地 时 间
2018年10月7日，美
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的一枚“猎
鹰9”火箭在美国西海
岸实现陆地回收。

我国的火箭技术又有了新突破，
迈出了可重复使用的第一步。在近期
的一次发射任务中，我国完成了火箭
残骸的精准控制，实现了“指哪儿落
哪儿”，也因此成为继美国之后的第二
个掌握这项技术的国家。这次取得验
证成功的新技术叫 “栅格舵分离体落
区安全控制技术”，简单地说，就是一
项用来控制火箭残骸落点的技术。从
视频中可以看到，火箭在一二级分离
后，箭身上的四片栅格舵展开，火箭
再入大气层后，栅格舵可以由地面控
制转动，从而实现箭体的稳定和向理
论落点的机动。结果显示，这次试验
非常成功，实现了火箭残骸“指哪儿
落哪儿”。

据《中国科普博览》、央视网

火箭残骸
实现“指哪儿落哪儿”！

中国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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