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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太空，享受着失重的快

感，杨利伟感到无比自豪。他在工

作日志背面写道：‘为了人类的和

平与进步，中国人来到太空了。’

载人航天是一项高风险活动，据目前公布的资料，全世界已有 22 位航

天员为之牺牲。在神舟五号飞船实施我国首次载人飞行任务时，航天人也

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2003年是航天界的多事之秋。2月 1日，美国“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爆

炸，7 名航天员遇难；5 月 4 日，俄罗斯“联盟 TMA1”飞船返回时偏离 400 多

公里，险些酿成恶果；8 月 22 日，巴西运载火箭在发射场爆炸，星箭无存，21

人丧生……惨烈的事故如同挥之不去的阴霾，笼罩在我国载人航天首飞梯

队成员杨利伟、翟志刚、聂海胜，他们的家属，以及众多航天人心头。

奔赴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前夜，杨利伟回了趟家。他与妻子的对话小心

翼翼。几经斟酌，他拿起闹钟，故作轻松地说：“你不会调表，我教教你吧。”

妻子一把抢过闹钟：“不，等你回来给我调！”

任务前一天，杨利伟被确定为首飞航天员。他将手表摘下来交给聂海

胜，聂海胜欲言又止，觉得掌心沉甸甸的。

10月 15日清晨，杨利伟和 3名护送员登上 50多米高的发射塔架飞船平

台，大家沉默不言。为了调节气氛，负责关舱门的工程师问道：“知不知道当

年给加加林关舱门的工程师现在在干什么？”杨利伟不知道。工程师说：“他

成了俄罗斯航天博物馆的馆长。”接到命令，杨利伟钻进飞船。关门时他对

工程师说：“馆长，明天见。”

监视数据显示，杨利伟的心律始终保持在 76 下。点火倒计时数到“4”

时，他敬了个军礼。

上升到三四十公里高度，火箭和飞船突然开始剧烈抖动，杨利伟体内产

生共振，五脏六腑仿佛都要碎了。这样的煎熬持续了 26 秒，终于逐渐减

轻。后来科技人员解决了共振问题，此后飞行任务中再也没有发生。

进入太空，享受着失重的快感，杨利伟感到无比自豪。他在工作日志背

面写道：“为了人类的和平与进步，中国人来到太空了。”并把日志举到摄像

头前，与大家分享心情。

经过约 21 小时飞行，飞船返回舱脱离轨道，向着陆场飞去。杨利伟看

到，飞船与大气摩擦产生的高温，把舷窗外烧得通红，防烧蚀层剥落产生

的碎片不停划过。过了一会，右侧舷窗竟然出现裂纹。他紧张极了，心

想：这次看来要“光荣”。事后得知，裂纹来自窗外的防烧涂层，并非舷窗

本身。

10 月 16 日 6 时 23 分，几乎在天安门广场升起国旗的同时，神舟五号飞

船降落在内蒙古四子王旗阿木古郎草原腹地。几分钟后搜救人员赶到，杨

利伟清晰地记得，打开舱门的年轻战士叫李涛。那一瞬间，他脑海里蹦出一

个念头：可见着亲人了！

打开舱门时杨利伟心想：
可见着亲人了！

““嫦娥嫦娥””着陆月球着陆月球，，圆了千年奔月梦想圆了千年奔月梦想

深空探测深空探测，，中国航天一步一个脚印中国航天一步一个脚印
本报记者 付毅飞

2004 年中国探月工程立项，三年后的 10 月 24 日，嫦娥一号

探测器从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

这是我国首次开展探月任务。出于稳妥考虑及工程需要，嫦

娥一号先绕地球飞行一星期才进入地月转移轨道，又经过 112小

时飞行后抵达月球附近，并成功进入距离月面 200公里的圆形环

月轨道。2008 年 11 月 12 日，由嫦娥一号拍摄图片组成的全月影

像图正式发布。

2010 年 10 月 1 日，嫦娥二号发射升空。作为探月二期工程

的先导星，它把目光瞄向了更远的太空。2011 年 4 月 1 日，嫦娥

二号在完成既定任务后离开月球轨道，先在距地球约 150万公里

的日地拉格朗日 2 点进行探测，又飞到 700 万公里外近距离观察

了图塔蒂斯小行星。最后，它飞到一亿公里之外，对我国深空探

测能力进行了验证。

嫦娥三号探测器的技术跨度大、结构更复杂，新技术、新产品

达到 80%。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以下简称五

院）研制团队集智攻关，突破了关键技术。2013 年 12 月 14 日，嫦

娥三号成功落月，实现我国航天器首次地外天体软着陆，并开展

巡视勘察和科学探测。

今年 12 月 8 日发射的嫦娥四号将落向月球背面。五院深空

探测和空间科学首席专家叶培建认为，这是一个创举。为满足任

务通信测控需求，我国于 5 月 21 日发射鹊桥中继星，其成为世界

首颗运行在地月拉格朗日 2 点 Halo 轨道的卫星。而此时正飞行

在奔月途中的嫦娥四号，还有望创造人类首次在月球背面软着

陆，并开展原位探测、巡视探测以及甚低频探测等纪录。

在完成“绕”与“落”以后，探月工程的第三步目标是采样返

回。2014年，我国发射再入返回飞行试验器，实现了中国航天器

首次以第二宇宙速度返回地球，对“半弹道跳跃式返回”再入关键

技术进行了验证。以此为基础，我国计划于 2019 年发射嫦娥五

号，让其落在月面，通过表取、钻取的方式采集约 2公斤月壤带回

地球。

据叶培建透露，中国探月工程完成“绕落回”三步走后，下一

步是建立月球科考站的初步模式。如果嫦娥五号任务圆满成功，

嫦娥六号将被纳入下一阶段任务，或将前往月球两极取样返回，

为在月球建站探路。

从月球环绕、着陆探测到采样返回

本报记者 付毅飞

亲 历

除了月球，火星也是国际深空探测的重点目标。许多专家认

为，几百年后火星或许会被改造为人类的第二家园。探测火星也

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

2016 年初，我国首次火星全球遥感与区域巡视探测任务获

得国家批复立项，计划于 2020年择机发射火星探测卫星，一步实

现“绕、落、巡”工程目标。

目前，五院正在研制的火星探测器由“环绕器”和“着陆巡

视器”组成。环绕器的主要功能是携带着陆巡视器完成地火转

移飞行和近火制动；进入环火轨道后择机释放着陆巡视器；开

展环绕科学探测，并为火星车提供中继通信链路。着陆巡视器

的主要功能是实现火星表面软着陆、分离释放火星车、开展巡

视科学探测。

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之浩表示，国外对火

星的探测都是分别进行环绕和着陆、巡视。欧洲曾两度试图一次

完成火星环绕探测和着陆探测，都在着陆过程中失败。如果我国

能一举实现“绕、落、巡”，在世界火星探测史上将是首次。

庞之浩介绍，我国火星探测计划总体科学目标包括研究确定

火星着陆和生命存在的条件与地区，火星土壤特性及其水冰、气

体、物质组成，火星大气及气候特征，火星地质特征、演化与比较

行星学等。

木星对稳定太阳系的运行非常重要，我国正在酝酿对木星及

木卫系统的探测。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二研究院研究员杨宇光

介绍，木星拥有数十颗卫星，整个系统被天文学家称为“小太阳

系”，对木星及其卫星进行探测，对研究太阳系的演化很有意义。

庞之浩表示，木星距离地球比火星远得多，所以其发射、轨道、

通信、电源等许多技术非常复杂，成本也高。至今只有美国发射过

2个专用木星探测器。他介绍，我国科学家从长远考虑，提出了“木

星系统探测”计划建议，主要将研究木星磁层结构、木卫二大气模

型、木卫二表面冰层形貌及厚度、金星—地球—木星间的太阳风结

构，以及地球生命的地外生存状态及其演变特性等。

杨宇光表示，木星的引力巨大，从工程角度来说，能成为人类

探索外太阳系的重要跳板。国际上的“先驱者 10 号”“先驱者 11

号”“旅行者 1号”“旅行者 2号”“卡西尼号”“新视野号”等探测器，

都是借助木星引力加速后飞向深空。有科学家预测，未来人类要

开发外太阳系，可能要先在木星卫星上建立前哨基地。

此外我国科学家还制定了“小行星探测”计划。庞之浩介绍，

该计划将对近地目标小行星进行整体性探测和局部区域的就位

分析。

从探测火星、木星到小行星

除了探测器越飞越远，我国多年来也在努力将航天员送入

太空。

1992 年 9 月 21 日，中央审议批准开展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研

制。1999 年 11 月 20 日，神舟一号试验飞船从酒泉卫星发射中

心发射，次日成功着陆在内蒙古四子王旗预定区域。我国载人

航天工程首次飞行试验圆满成功，考核了运载火箭的性能和可

靠性，验证了飞船关键技术和系统设计的正确性，以及包括发

射场、测控通信、着陆场等地面设施设备在内的整个工程大系

统协调性。

2003 年 10 月 15 日 ，航 天 员 杨 利 伟 搭 乘 神 舟 五 号 飞 船 升

空，在轨飞行 21 小时后安全返回。中华民族千年飞天梦想成

为现实，我国也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

国家。

此后，神舟六号任务实现“多人多天”太空飞行，神舟七号任

务突破和掌握了空间出舱技术，神舟八号、九号飞船先后与天宫

一号目标飞行器完成自动、手控交会对接。神舟十号任务首次开

展载人天地往返应用性飞行，在轨期间向全国直播的太空授课产

生了巨大社会反响。

2016 年 9 月 15 日，我国首个真正意义上的空间实验室天宫

二号发射入轨。一个月后，第三次参加飞天任务的航天员景海

鹏，带领“新人”陈冬坐进神舟十一号飞船，完成了为期 33天的我

国首次中期在轨驻留任务。

此外，近年来长征七号、长征五号运载火箭以及天舟货运飞

船的成功飞行，也为我国后续空间站建造和运营奠定了基础。

如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正阔步迈向空间站时代。在今年

11 月举行的第十二届珠海航展上，中国空间站核心舱显露真

容。按计划，我国将于 2019年发射核心舱，于 2022年前后完成空

间站在轨建造任务。

除了近地轨道，未来我国将把航天员送到月球、火星乃至更

遥远的深空。五院正在论证研制新一代载人飞船，将采用一系列

先进技术，可适应近地轨道飞行、载人探月和载人深空探测等多

种任务。

而作为宇航活动的动力之源，备受瞩目的长征九号重型运载

火箭和我国新一代载人运载火箭也在研制之中。记者从中国航

天科技集团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了解到，长征九号火箭将于

2028 年前后首飞，可满足较长时期内深空探测、载

人探月等任务需求。

我国新一代载人运载火箭按照载人飞行最高

安全标准设计计，，专为发射新一代载人飞船而研制专为发射新一代载人飞船而研制。。

未来可用于载人探月未来可用于载人探月，，并与重型运载火箭组合使用并与重型运载火箭组合使用

建立月球基地建立月球基地。。此外该火箭采用多台发动机并联此外该火箭采用多台发动机并联

布局布局，，可以实现垂直起降重复使用可以实现垂直起降重复使用。。

从飞船、空间站到载人探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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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科工局系统工程司副司长赵坚在11月举行的第九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高峰论坛上透露，我国计划计划
于2020年左右实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在2021年实现探测器着陆火星。至2030年前后，我国还将实施小行
星探测、火星取样、木星系探测及行星穿越等深空探测任务。

1984年，我国首颗地球静止轨道试验通信卫星“东方红二号”在太空定点，将中国航天从近地轨道推向了
约36000公里高度。2007年嫦娥一号抵达30万公里之外的月球，圆了中国人千年奔月梦想。

从地球轨道、月球到火星，40多年来中国航天踩着一个个脚印，稳步迈向深空。

1984年 4月 8日，中国第一颗地球静止轨道试验
通信卫星“东方红二号”发射成功。

2011年，嫦娥二号近距离观察了图塔蒂斯小行星。

2018年12月8日，中国成功发射嫦娥四号登月探
测器，开启了月球探测的新旅程。 谢奇勇摄

杨利伟在返回舱 秦宪安摄

光影档案

责编 段 佳

（本版图片除标注外来源于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