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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昨 天 13

时30分，长征

二号丁遥八十

八运载火箭在

太原卫星发射

中心成功将吉

林一号高分

06A星 等 41

颗卫星准确送

入预定轨道，

发射任务取得

圆满成功。

执行本次

任务的长征二

号丁运载火箭

是由中国航天

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八院（上

海航天技术研

究院）抓总研

制的常温液体

二级运载火

箭，具有“可靠

性高、经济性

好、适应性强”

等特点，可支

持单星、多星

并联、串联、搭

载等多种形式

的发射需求。

其太阳同步圆

轨道运载能力

可达1.3吨（轨

道高度700公

里）。

一箭发射

41颗卫星，刷

新了我国一次发射卫星数量最多

的纪录。但一次性要将这么多卫

星安全顺利地送入轨道，首先要

解决的就是卫星整流罩内的布局

问题，不仅要保证“坐得下”，还要

“坐得舒服”。为此，八院长二丁

研制团队采取了38颗卫星壁挂+

3颗卫星侧壁的布局方式，成功

给41颗卫星找到了安全舒适的

位置。

卫星的“座椅”由多星适配器

和下方锥形支承舱组成，为了

便于星箭联合操作，4米高的多

星适配器分成上下两个中心承

力筒。其中，38颗卫星绕中心

承力筒按列布置，并保证了星

与星之间的安全距离。型号团

队还有效利用整流罩内的空

间，让适配器下方的“乘客”挪

了挪“脚”，在支承舱上开辟出

了3个“专座”，成功让41颗卫

星顺利“上车”。

为了避免在“下车”时出现拥

挤碰撞的情况，八院研制团队巧

妙设计“落客方案”，让卫星依次

有序进行分离。总体设计团队将

筒状多星适配器上的38颗卫星，

每一层“乘客”分为一组，共6组；

下方支承舱上的3名“乘客”作为

第7组，卫星按组进行依次分

离。此外，本发火箭还配套了10

个反推火箭，通过开启反推火箭

拉开每组卫星之间的距离，保障

了彼此之间分离的安全性。

本次发射的吉林一号高分

06A星等41颗卫星由长光卫星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研制，可以

获取高空间分辨率对地观测遥

感影像，为用户提供业态分析、

区域普查等遥感信息服务，同

时为国土资源、矿产开发、智慧

城市建设等行业提供遥感数据

服务。

本次发射是长征二号丁运载

火箭第76次发射，是八院抓总研

制的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第187次

发射，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第

476次发射。

本报记者 叶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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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乘体验优
从上海11号线花桥站出闸机以后，大家可

以通过A、B、C3座廊桥进入苏州11号线花桥

站二层换乘。今天，记者来到现场后看到，试乘

活动开启后已经有一条廊桥投入使用，在上海

地铁花桥站2号口旁的廊桥上，市民朋友纷纷拍

照留念，随后前往一楼乘坐苏州11号线。

据了解，未来正式开通后苏州轨交11号线

实行苏州轨道交通统一的里程分段计价政策，6

公里内起步价2元，每5—9公里增加1元，昆山

段最高票价7元，全程最高票价8元。

记者在花桥站看到，在充分保证安全运营

的情况下，苏州轨交11号线最大程度靠近已运

营的上海地铁11号线。苏州轨交11号线的地

面二层为换乘大厅，与上海11号线站厅层同

标高，在水平及竖向设计上最大化缩短换乘

距离。

“花桥站可通过3条空中走廊实现无缝换

乘，换乘时间约为5分钟。上海市民在乘坐11

号线至花桥站转乘时，无须安检、出站再进站

扫码。”苏州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11号线运

营事业部副部长赖一鸣介绍，目前苏州轨交11

号线为免费试乘阶段，本月下旬正式开通运行

后，苏州上海地铁可实现“一码联乘”，乘客可

使用“苏e行”或“Metro大都会”App扫码乘车，

通过站内专用通道“无感换乘”，无须出站后重

新进站。

“正式开通后，在每天正常开行的时段之前

和之后，苏州轨交11号线将特意安排早上从共

青站到花桥站（班次时间5:25、5:45），晚上从花

桥站到共青站的（班次时间22:53、23:10）各两

趟的大站快车，大站快车就是选取了一些客流

比较大的车站进行停靠。”赖一鸣说。

此外，上海地铁也进一步延后花桥站往上

海中心城区方向末班车时间至22时，并制定苏

州轨交11号线、上海地铁11号线末班车后定点

加开方案。

设计江南味
苏州轨交11号线全长41.25公里，设站28

座，西起苏州工业园区唯亭站，东止于昆山花桥

站。作为衔接苏州市区、昆山、上海三地的交通

走廊，苏州轨交11号线装修设计以“曲水延绵，

三城润泽”为主题，将苏式柔美的线条感运用到

空间造型中，将现代与传统融合，展现城市的气

质与情怀。

赖一鸣介绍，试乘期间，苏州轨交11号线的

花桥站和唯亭站可以自由进出，“同时选取9个

车站，如祖冲之公园、昆山文化艺术中心、江浦、

绣衣、昆山城市广场、白河潭、兵希、神童泾、花

桥博览中心，每个站点选择1个出入口作为指定

出入口，试乘人员需从指定出入口进出，其他出

入口暂不开放。其他车站不能进出。”

作为苏州首条与上海轨道交通线网对接的

线路，苏州轨交11号线大大缩短了苏昆沪之间

的时空距离。不久以后，上海市民就可以沿着

“双11”轨道，去苏州赏美景、品美食，尽享美好

时光。 本报记者 吕倩雯 董怡虹

对接上海轨交11号线，苏州轨交11号线今开通试乘

“双  ”轨交今起两地互连
“我今天特意来

体验苏州轨交11号

线，以后我去苏州玩

就方便多了！”今天

上午10时许，与上海

轨交相接的苏州轨交

11号线举行万人试

乘活动，坐上了第一

班试乘列车的上海市

民金德明感慨道。

本次试乘时间为

6月16日10:30—16:

00、6月17日至6月20

日9:00—16:00。试乘

期间，上海市民可免

费进入苏州轨交11

号线，无须提前报

名。预计6月下旬，

苏州轨交11号线正

式开通运营。

本报讯（记者 金志刚）记者从中国铁路上

海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昨天上午9时29分，随

着首趟检测列车从南京南站开出，一路向东驶

向太仓站方向进行轨道和接触网检测，标志着

沪宁沿江高铁正式进入联调联试阶段，全线开

通运营进入倒计时。

沪宁沿江高铁起自南京南站，经南京市、镇

江市、常州市、无锡市、苏州市，至太仓站，通过

沪苏通铁路接入上海铁路枢纽，线路全长279公

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南京南、句容、

金坛、武进、江阴、张家港、常熟、太仓8座车站，

其中南京南、张家港、常熟、太仓站为既有车站，

句容、金坛、武进、江阴站为新建车站。

沪宁沿江高铁于2018年10月开工建设，

2021年12月开始接触网架设，2022年9月开始

全线铺轨，2023年5月开始静态验收。目前该

项目路基、桥梁、隧道、轨道、“四电”和站房工程

已完成，具备联调联试条件。

联调联试是在工程完成静态验收后，以达

到设计速度为目标，联调联试结束后，将转入运

行试验阶段，预计9月份具备开通运营条件。

沪宁沿江高铁开通运营后，沿线金坛、武

进、江阴等区市将打破不通高速铁路的历史，对

于进一步拉近苏南地区县市与上海、南京的时

空距离，完善区域快速铁路网，促进江苏南沿江

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沪宁沿江高铁开始联调联试
预计9月份具备开通运营条件

■ 上海轨交  号线与苏州轨交  号线新建的换乘通道即将启用 本报记者 陈梦泽 摄

■ 今天上午，苏州轨道交通  号线试乘活动

吸引了不少上海和苏州市民前来“尝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