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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俄罗斯《观点报》报道，根据美国宇航局日前公布的计划，美国现役航天飞机将于2010年5月31

日完成前往国际空间站的最后行程后结束近30年的飞行使用历史，而在新一代航天飞机“猎户座”

2010—2015年研制和投入使用期间，美国载人航天飞行将完全依赖于俄罗斯航天飞船。 

 

目前美国已造6艘航天飞机中只有“发现”号、“阿特兰蒂斯”号和“奋进”号3艘还在使用，“挑

战者”号和“哥伦比亚”号分别在1986和2003年的发射事故中坠毁。首架“企业”号只是作为技术展示

和测试平台的试验机，没有真正投入使用。在退役之前美国现役航天飞机至少还将进行9次太空飞行，

其中2008年2次，2009年5次，2010年3次。此后美国宇航员及其所需物资将借助俄罗斯“联盟”飞船进

入太空。 

 

不过，为了避免对俄罗斯航天飞船的过度依赖和及时应对紧急情况，美国航天飞机可能不会在积极

服役期满后立即彻底“退休”。美国航天界一些权威人士要求拨款保存航天飞机及相关飞行保障和地面

基础设施，作为备选方案应对太空一旦发生的不可预见的紧急状况。 

 

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负责研制的美国新一代航天飞机项目很快将会遭遇拨款不足的问题。2007年

11月美国宇航局长格里芬在参议院特别听证会上指出，为了如期完成计划，研制成功“猎户座”及其运

载设备，至少需要额外追加20—30亿美元拨款，今后5年总计应至少投入230亿美元，最早到2013年才能

达到技术完备程度。此间一旦轨道上发生事故，而“联盟”飞船又无法马上发射升空，那么美国至少应

保留一艘航天飞机用于急救。况且“联盟”飞船主要用于运送人员和物资，不能在轨道上长时间自动停

留，而且一旦其无法与事故设施成功对接，其救援价值将等同于零。 

 

21世纪初美国航天计划优先发展方向发生较大变化，此前的主要目的是建设长期实用轨道站，为此

花费约15亿美元积极研制可多次使用的能替代航天飞机的X—33飞船。但是在国际空间站项目展开使得

美国科学家能够自由进行当前研究项目后，美国宇航局把新目标瞄准了月球，为此需要建造原则新型航

天飞船。在此情况下，能够多次使用的现役航天飞机却暴露出一些不足之处，使其在近地轨道的使用范

围受到部分限制。航天飞机的起飞，特别是降落，严重依赖气象条件；另外，其机翼只是在降落时短暂

使用，而在漫长的太空飞行时却会成为不必要的沉重的负担，需要额外的燃料，从而降低了有效载荷，

而在飞近月球外大气层时机翼会显得更加累赘。在权衡所有利弊得失后，美国专家为其“猎户座”新一

代航天飞船选择了与俄罗斯、中国飞船相近的布局模式。 

 

不过，即使是在新一代航天飞船研制和生产方面，美国同样严重依赖俄罗斯。美国新型航天飞船应

当是一次使用型，非常大，重25吨，长5米，能够同时向近地轨道运送7人，向月球运送5—6人。苏联俄

罗斯的航天飞船设计风格对美国的影响较为明显，美国航天飞机上的事故急救舱事实上就是“联盟”飞

船急救设备的仿制品，从1967年使用至今一直被认为是最可靠的，美国在制造类似飞机时一直在积极吸

引俄罗斯企业和专家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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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SA新一代飞船年底试飞测试逃生系统 

 

俄罗斯欧洲将联手打造新一代探月飞船 

 

俄航天员太空行走成功拆除危险爆炸装置 

俄媒体称美国航天飞行今后数年将依赖俄飞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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