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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起之秀
——中国“长征”火箭家族

“长征”火箭家族，包括从最早研制成功、发射中国第一

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的“长征一号”火箭到多次投入国

内外发射市场的“长征二号丙”“长征三号甲”“长征三号 F”

“长征四号”“长征五号”“长征六号”“长征七号”和“长征十

一号”火箭等。运载能力也从 300千克到近 100000千克不

等，发射的轨道从对地观测的低地球轨道、太阳同步轨道，到

地球同步转移轨道，入轨速度从7800米／秒到10320米／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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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系列运载火箭是中国自行研制的航天运载工具。长征

运载火箭起步于 20 世纪 60 年代，1970 年 4 月 24 日“长征一

号”运载火箭首次发射“东方红一号”卫星成功。

长征火箭已经拥有退役、现役共计 4 代 17 种型号。其中

“长征一号”“长征二号”“长征二号捆”“长征三号”“长征四

号甲”5个型号已退役。“长征二号丙”“长征二号丁”“长征二

号 F”“长征三号甲”“长征三号乙”“长征三号丙”“长征四号

乙”“长征四号丙”“长征五号”“长征六号”“长征七号”和

“长征十一号”12个型号在役。

“长征”火箭的由来

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历尽千辛万苦、走向胜利的奋斗过程，也

是中国漫漫历史长河里举足轻重的重要事件。同时，长征也是新

中国成立后，科技事业蓬勃发展，航天工业欣欣向荣的代名词。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自主研制的运载火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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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用“长征”来命名了。很多人包括很多国外的航天专家，一提

到中国的“长征”火箭，都会竖起大拇指，赞不绝口。

“长征”火箭是怎么来的呢？这一直是个神秘的话题，和国

外许多运载火箭一样，中国的运载火箭也是由远程战略导弹改

进并逐步发展而来的，从一产生就披着一层高度机密的面纱。

1956年，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后，在钱学森院长的带领

下，展开了地地弹道导弹的相关研究工作。那时候，研究人员

大都是军人，得知自己要从事中国的导弹研制工作之后都很兴

奋，但为了保守秘密却不能对任何人说，包括家人。最初的 10
年，导弹研究工作红红火火地开展，并研制成功了多种型号的

弹道导弹。到 1965年，以中远程弹道导弹“东风四号”为基

础，中国火箭的研制工作全面展开。1966年，钱学森、王秉璋

与当时的国防科学工业委员会的罗舜初，中国科学院的张劲

夫、裴丽生等，一同研究确定了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

名字“东方红一号”。用来发射“东方红一号”的运载火箭就被

命名为“长征一号”。从那时候开始，中国的运载火箭就拥有了

“长征”这个响亮的名字。

“长征”火箭是中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牌产品，能够发

射高、中、低不同轨道、不同类型的卫星，具备较强的国际竞

争力。

随着经济全球化、信息社会的到来，人类将进一步开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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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宇宙资源，高技术航天器的蓬勃发展对运载火箭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规划和发展中国新一代运载火箭技术，必将加速我

国空间技术的进步，也将带动我国众多领域科学技术的发展，

同时，对于中国综合实力的提高、国际地位的增强将产生重大

影响。新一代运载火箭是以“通用化、系列化、组合化”为设

计原则，按照“一个系列、两种发动机、三个模块”的发展思

路进行研制的火箭系列。

“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采用无毒、无污染推进剂，是典型的

绿色环保火箭。具有模块化设计、批量生产、生产和发射周期

短、成本低、可靠性高的特点。新一代运载火箭系列可以通过

组合不同的模块，形成运载能力各异的火箭，能够将 1.2吨至

25吨的有效载荷送入近地轨道，将 1.8吨至 14吨的有效载荷送

入地球同步转移轨道。新一代运载火箭系列适应能力强，能够

满足未来 30～50年国内外航天市场的需要，可以使中国运载火

箭理想地实现升级换代，并推动产业化进程，实现跨越式发

展，从而全面提升中国运载火箭的国际竞争能力。

长征大家族

目前，中国“长征”火箭已经发展成为了一个“大家族”。

“长征”火箭家族，包括从最早研制成功、发射中国第一颗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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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东方红一号”的“长征一号”火箭到多次投入国内外发

射市场的“长征二号丙”“长征三号甲”“长征三号 F”“长征四

号”“长征五号”“长征六号”“长征七号”和“长征十一号”火

箭等。运载能力也从 300千克到近 100000千克不等，发射的轨

道从对地观测的低地球轨道、太阳同步轨道，到地球同步转移

轨道，入轨速度从 7800米／秒到 10320米／秒。

当然，“长征”火箭家族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整个

过程中既有成功也有失败，是中国几代航天人共同努力、艰苦

创业、刻苦攻关，突破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一步一步脚印走

过来的。事实证明，它的发展过程就是一部新时期的航天长

征史。

如今 50多年过去了，中国研制成功的十余种型号的“长

征”系列运载火箭，覆盖了近地轨道、太阳同步轨道、地球同

步静止轨道的全部轨道范围，运载能力大幅度提高，适应了发

射不同轨道和不同重量人造卫星的要求。中国已经拥有了酒

泉、西昌、太原、文昌四座发射基地，运载火箭的发射和测控

技术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在进军太空的过程中，中国的“长征”系列火箭早已闻名

遐迩，跻身于世界先进行列。它作为中国现代化建设伟大成就

的象征，傲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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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系列火箭

中国现代火箭事业起步于 20世纪 50年代。60多年来，中国

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从仿制入手，在成功研制战略导弹的基础

上，研制了“长征一号”“长征二号”“长征三号”“长征五号”

“长征六号”“长征七号”“长征八号”“长征十一号”17种型号

运载火箭。火箭近地轨道运载能力从 300千克到 100000千克，

最大可达 140000千克，同步转移轨道运载能力从 1500千克到

66000千克。

1970年 4月 24日，我国用“长征一号”三级运载火箭成功

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1975年 11月 26日，用更大推

力的“长征二号”运载火箭发射了可回收的重型卫星。1980年

5月 18日，向南太平洋海域成功发射了新型火箭。1982年 10
月，潜艇水下发射火箭又获成功。1984年 4月 8日，用第三级

装液氢／液氧火箭发动机的“长征三号”运载火箭成功地发射

了地球同步试验通信卫星。1988年 9月 7日，用“长征四号”

运载火箭将气象卫星成功地送入太阳同步轨道。1992年 8月 14
日，新研制的“长征二号 E”捆绑式大推力运载火箭又将澳大

利亚的“奥赛特B1”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些都表明中国在现

代火箭技术领域已跨入世界先进行列，并已稳步地进入国际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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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服务市场。

从 1970年 4月至 1999年 11月，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研

制的“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已进行 59次发射，成功地将 50颗国

内外卫星送入轨道。除了满足国内用户的需要外，自 20世纪 80
年代后期进入国际发射服务市场，至 2015年 11月，长征火箭共

进行 50余次商业发射，先后为国际用户发射了 50颗卫星，包括

“长征二号丙改”火箭 5次发射，成功将 2颗铱星拟星、8 颗铱

星送入预定轨道，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技术性能和可靠性指标已达到国际

的先进水平，并还在不断提高和完善，将更好地为和平利用空

间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

“长征”火箭进入世界先进行列的重要标志，可以用“五、

四、三、二、一”这样一组数字来概括：

1984年“长征三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通信卫星，标志我

国火箭技术已经跨入世界先进行列。据当时国外公开报道的资

料看，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具有独立研制和发射地球同步通

信卫星能力的国家；发射 1.45吨重的通信卫星，从运载能力上

居世界第四位；掌握并会使用低温高能推进剂（液氢液氧），居

世界第三位；解决了发动机高空二次启动技术，居世界第二

位；发射商业卫星费用低廉，居世界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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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一号”

——发射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火箭

“长征一号”是为发射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

号”而研制的三级运载火箭。它的第一、第二级火箭采用当时

的成熟技术，并为发射卫星做了适应性修改，第三级是新研制

的以固体燃料为推进剂的上面级。

1965年 3月，中央专门委员会批准“东风四号”的发展规

划，虽经过六年半的拼搏和奋斗，四次发射仍有两次失败。

1966 年 1 月，根据国防科委的要求，当时航天主管部门

“七机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七机械工业部）就已经确定，我

国第一枚卫星运载火箭选用“东风四号”液体导弹。

1967年提出了“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方案，也即火箭的第

一、第二级和控制系统在“东风四号”基础上修改，增加固体

第三级。火箭的第二级推进剂燃烧完毕关机后并不与第三级分

离，而是控制第三级靠已获速度无动力上升滑行，并且调整火

箭达到第三级发动机点火需要的状态。滑行一定时间达到一定

高度后，第二级和第三级分离，同时第三级固体发动机开始高

速旋转，保持姿态，点火加速，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第三级

没有一般火箭的完整控制系统，靠自旋保持姿态，发动机在燃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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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燃烧完毕后，推动力才消失。但第三级有一套电路系统，可

以由钟表机构发出自旋、卫星分离和观察伞打开等时间指令。

观察伞的设置目的是为了增加日光反射面积和强度，便于地面

观察人员用肉眼搜寻和观察卫星。

通过“东风四号”的飞行试验，也试验了“长征一号”运

载火箭的第一、第二级，这样就节省了大量经费，也缩短了研

制周期。因此，“长征一号”运载火箭一开始就是和“东风四

号”结合在一起来研制的。

到 1971年 11月，“东风四号”第四次飞行试验取得圆满成

功，我们终于掌握了多级火箭的设计、生产和发射的技术，为

“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的研制和发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从

“东风四号”导弹到“长征一号”运载火箭，依然有很多研究工

作要做。首先是对“东风四号”进行适应性修改，使得它能够

满足“长征一号”运载火箭发射“东方红一号”卫星的要求。

更重要的是火箭第三级固体发动机的研制，从 1965年底开始，

先后共经过了 19次地面试车，到 1970年各项技术指标终于达到

了设计要求。

经过四年的艰苦努力，“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终于研制成功

了，为发射“东方红一号”卫星，共准备了两枚火箭。1970年

1月 30日，“东风四号”在酒泉发射基地第二次发射取得圆满成

功，于是决定用第一枚“长征一号”火箭发射“东方红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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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

1970年 4月 24日是“东方红一号”卫星的预定发射日期。

在酒泉的发射场内，技术人员有条不紊地忙碌着。21时 35分，

点火口令准时发出，“长征一号”火箭腾空而起，在天空中画出

美丽的弧线，闪烁着动人的火焰进入了太空。21时 50分，中国

国家广播事业局报告，收到了中国第一颗卫星“东方红一号”

播送的《东方红》乐曲，声音洪亮清晰。4月 25日下午，新华

社向全世界宣布，1970年 4月 24日中国成功地发射了自主研制

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人

们，都被中国的航天壮举震撼。

1971年 3月 3日，“长征一号”火箭第二次发射，把“实践

一号”科学试验卫星准确送入轨道，又一次取得圆满成功。相

对于 70°倾角、440千米高的圆轨道，“长征一号”火箭的运载

能力为 300千克。“长征一号”运载火箭共进行了两次发射，都

获得了成功。

为了提高“长征一号”火箭的运载能力，适应国内外小型

卫星发射市场需求，根据“长征一号”改进的“长征一号丁”

火箭正时刻准备着进入发射市场。“长征一号丁”运载火箭的低

轨道（185千米）运载能力为 850千克，同步轨道的运载能力为

200千克。

“长征一号”运载火箭，代号 CZ-1。它是一枚三级火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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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起之秀——中国“长征”火箭家族

加注推进剂后总质量约为 81570千克，起飞后发动机总推力为

1020千牛，火箭全长 29.86米，其他具体参数见“长征一号”运

载火箭总体参数表和“长征一号”运载火箭各部分参数表。

“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总体参数表

级数

全长

翼展

起飞质量

起飞推力

推重比

运载能力

入轨精度

3
29.860米
3.810米

81570千克

1020千牛

1.275
300千克（440千米圆轨道，倾角 70°）
近地点440千米时，高度偏差±4千米。

中国凭借自己的力量，发射成功第一枚“长征一号”运载

火箭，一跃成为世界上第五个独立研制和发射人造卫星的国

家。“长征一号”的研制成功，是我国航天事业的一个标志性开

端，揭开了我国航天活动的序幕，标志着中国开始发展自己的

运载火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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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航天强国梦科普读物

数飞冲天2

“长征一号”运载火箭各部分参数

一子级

级长：17.835米
直径：3.250米
子级质量：

65250千克

结构质量：

4070千克

推进剂质量：

61070千克

发动机：YF-2
推进剂：

硝酸-27S／偏二

甲肼

海平面推力：

1020千牛

海平面比冲：

2349牛·秒／千克

工作时间：

140秒

二子级

级长：7.486米
直径：2.250米
子级质量：

13550千克

结构质量：

2270千克

推进剂质量：

11210千克

发动机：YF-3
推进剂：

硝酸-27S／偏二甲

肼

真空推力：

294.2千牛

真空比冲：

2746牛·秒／千克

工作时间：

102秒

三子级

级长：4.565米
直径：2.250米
裙端：1.500米
子级质量：

2200千米

结构质量：

400千克

推进剂质量：

1800千克

发动机：GF-02
推进剂：聚硫橡

胶固体推进剂

真空总比冲：

4440牛·秒/千克

真空平均推力：

111.0千牛

真空平均比冲：

2472牛·秒/千克

工作时间：

约40秒

整流罩

长度：4.630米
直径：1.500米
结构质量：

270千克

有效容积：

约 2.0立方米

成功发射返回式卫星的“长征二号”运载火箭

成功发射返回式卫星，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继美国和苏联

之后第三个掌握卫星返回技术和航天遥感技术的国家。

1964年，我国开始研制新型洲际战略导弹，它使中国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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