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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终盘点

星河浩荡，逐梦九天。乘着梦想的翅

膀，2022年的中国，用一次次壮美的腾飞和

不懈的探索，在遥远而神秘的太空中，不断

留下创新的印迹。

从神十三与天和核心舱的首次径向交

会对接，到中国空间站“T”字基本构型建成；

从问天实验舱、梦天实验舱成功“问天”，到

载人飞船与货运飞船形成“天作之合”；从航

天员可以在太空驻留半年之久，到两个乘组

的六位航天员太空会师……这一年的中国

航天，在探索浩瀚宇宙的新征程上跑出“加

速度”，也为中国载人航天在而立之年铸就

了时代的丰碑。从此，属于中国人的“天上

宫阙”有了清晰的模样。

月壤研究、火星探测……中国探索宇宙

的脚步还在继续，相信未来将会有更多发现

给世界带来更多惊喜。

星 际
C O S M O S

神十三返回地球

中国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阶段完美收官

秋浓如酒时一飞冲天，春暖花开季载誉归来。4月

16 日 9 时 56 分，在太空遨游半年的神舟十三号载人飞

船在东风着陆场平安降落。时隔 183天后，太空“出差”

的 3名航天员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顺利出舱，重回地

球的怀抱。

从 16日 0时 44分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天

和核心舱成功分离，到 9 时 56 分飞船返回舱在东风着

陆场降落，此次天地穿行，创下了中国航天员从太空返

回地球的最快速度纪录。

这个纪录，仅仅是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创造的

诸多航天纪录之一：2021 年 10 月 16 日 6 时 56 分，神

舟飞船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

心舱径向端口，这是我国载人飞船在太空实施的首

次径向交会对接；2021 年 11 月 8 日，王亚平成为中国

首位执行出舱任务的女航天员，迈出了中国女性舱

外太空行走第一步；2022 年 1 月 1 日，神舟十三号航

天员乘组在遥远的太空迎来了新年的第一缕阳光，

这是中国人首次在太空跨年，也是中国人首次在自

己建造的空间站里欢度元旦。

渐入佳境的航天员，将更多的“首次”纪录书写在

2022 年。1 月 6 日，我国首次利用空间站机械臂操作大

型在轨飞行器进行转位试验；两天后的 1 月 8 日，航天

员首次通过手控遥操作完成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

的交会对接……

中国人在太空一次次迈出的一小步，汇聚成了中

国航天的一大步。

神舟凯旋，标志着中国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阶

段的最后一次飞行任务、也是第 6 次飞行任务取得圆

满成功，同时也顺势拉开了中国空间站建造阶段的

大幕。

中国航天，又站在了一个新起点。

“祝融号”发现火星水活动迹象

为揭示火星奥秘提供线索

作为太阳系中与地球最为相似的星球，火星蕴藏

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奥秘，吸引着人类探寻的目光。中

国“祝融号”火星车的到来，为揭示这些奥秘不断提供

线索。

5 月 11 日，《科学·进展》发表了一项关于火星水活

动的重要研究成果。我国科学家利用“祝融号”火星车

获取的数据，在地质年代较年轻的“祝融号”着陆区发

现了水活动迹象，表明火星该区域可能含有大量以含

水矿物形式存在的可利用水。

这标志着“祝融号”在国际上首次利用巡视器上的

短波红外光谱仪在火星原位探测到含水矿物。

“‘祝融号’在地质年代较为年轻的着陆区发现水

活动的迹象表明，亚马逊纪时期的火星水圈可能比以

往人们认为的更加活跃。这一发现对理解火星的气候

环境演化历史具有重要意义。”论文第一作者兼通讯作

者、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研究员刘洋说。

研究团队还利用“祝融号”火星车获取的短波红外

光谱和导航地形相机数据发现了岩化的板状硬壳层，

其中富含含水硫酸盐等矿物。据推断，这些硬壳层可

能是由地下水涌溢或者毛细作用蒸发结晶出的盐类矿

物，胶结了火星土壤后经岩化作用形成的。

“祝融号”的火星探测之旅捷报频传。9 月 26 日，

“祝融号”火星车在乌托邦平原实施的全球首个雷达探

测结果发表于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此次研究发

现，火星车着陆区表面约 10米厚的风化层下，存在两套

向上变细的沉积层序，这可能反映了距今 35 亿—32 亿

年以前多期次与水活动相关的火星表面改造过程；如

今该区域火星表面以下 0—80 米未发现存在液态水的

证据，但不排除存在盐冰的可能。

神十四出征

开展一系列科普教育和文化传播活动

夏风微拂，为神舟飞船送行。浩瀚苍穹，盼飞天英

雄到来。6 月 5 日 10 时 44 分，惊天动地的巨响过后，长

征二号 F 运载火箭托举着载有 3 名航天员的神舟十四

号载人飞船，从大漠深处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拔地而

起，飞赴苍穹。

这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第 23次飞

行任务，也是空间站阶段的第 3次载人飞行任务。

这 3 名航天员在轨迎接了两个空间站舱段、1 艘载

人飞船、1 艘货运飞船的来访，与神舟十五号航天员首

次完成在轨交接班，见证了货运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

接最快世界纪录等众多历史性时刻，并利用任务间隙

进行了 1次“天宫课堂”太空授课，并开展了一系列别具

特色的科普教育和文化传播活动。

问天实验舱成功“问天”

让中国空间站在轨运行风险更加可控

扬帆星河，逐梦九天。7 月 24 日，中国空间站问天

实验舱在长征五号 B运载火箭的托举下，顺利进入预定

轨道，成功“问天”。

这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第 24次飞

行任务，问天实验舱是中国空间站第二个舱段，也是首

个科学实验舱。

问天实验舱由工作舱、气闸舱及资源舱 3 部分组

成，是我国迄今最大单密封舱体。舱内设有 3 个睡眠

区、1 个卫生区。完成对接后，中国空间站的“床位”数

增加到 6 个，为神舟十四号、神舟十五号 2 个乘组、6 名

航天员实现“太空会师”奠定基础。

问天实验舱是一个集平台功能与试验载荷功能于

一体的“全能型选手”。问天实验舱与天和核心舱互为

备份，关键平台功能一致，可以完全覆盖空间站组合体

的工作要求。也就是说，在天和核心舱“想休息”的时

候，问天实验舱也能“带你一起飞”。

除了保障航天员在轨长期驻留，问天实验舱还提

供了专用气闸舱和应急避难场所，让中国空间站的在

轨运行风险更加可控，在轨长寿命运行更加可靠。

在试验载荷功能上，该舱装载了 8 个实验机柜、22

个舱外载荷适配器，就像是把一个大型科学实验室搬

到了太空。问天实验舱的能源管理系统十分强大，自

带高性能“发电机”与“配电器”。

空间站在轨建造完成后，天和核心舱的一个太阳

帆板转移到问天实验舱资源舱尾部。天和核心舱专注

于空间站管理工作，而问天实验舱则成为名副其实的

“主发电站”。

亚轨道运载器重复使用飞行试验成功

为重复使用天地往返航天运输技术发展奠定基础

8月 26日，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所属的中

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自主研制的升力式亚轨道运载

器重复使用飞行试验获得圆满成功。

飞行试验采用的运载器，经健康检测维护后，在酒

泉卫星发射中心再次点火垂直起飞，按照设定程序完

成亚轨道飞行，平稳水平着陆于阿拉善右旗机场，成功

实现我国亚轨道运载器的首次重复使用飞行。本次飞

行试验的圆满成功，有力推动了我国航天运输技术由

一次性使用向重复使用的跨越式发展。

早在 1年前的 7月 16日，亚轨道重复使用演示验证

项目运载器就曾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准时点火起飞，

按照设定程序完成飞行后，平稳水平着陆于阿拉善右

旗机场，首飞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发展重复使用天地往返航天运输技术是我国由航

天大国迈向航天强国的重要标志，亚轨道重复使用运

载器可作为升力式火箭动力重复使用航天运输系统的

子级，集多项航空航天技术于一身。该项目的成功，为

我国重复使用天地往返航天运输技术发展奠定了坚实

基础。

梦天实验舱发射

打造空间技术应用研究“梦工场”

10 月 31 日，中国空间站梦天实验舱在长征五号 B

运载火箭的托举下顺利升空，打响了我国空间站建造

任务的收官之战。11月 3日，中国空间站梦天实验舱顺

利完成转位，中国空间站“T”字构型组装完成。

乍一看去，梦天实验舱与问天实验舱“长得很像”，

但前者更加浑圆、流畅。梦天实验舱的 4 个舱段中，工

作舱通过对接机构与核心舱相连，是航天员舱内工作

与锻炼的地方，也是安装舱内科学实验柜的地方；资源

舱安装对日定向装置和柔性太阳翼；货物气闸舱和载

荷舱则采用独特的“套娃”设计，即气闸舱藏在载荷舱

的“肚子”里，是货物进出舱的专用通道。

“如果把问天实验舱比作‘国际机场’，梦天实验舱

就是‘国际货运港口’。”航天科技集团八院空间站梦天

实验舱总体副主任设计师孟瑶介绍，梦天舱配置了独

有的载荷转移机构和全自动滑移的方形舱门，载荷可

以自动进出舱，不再只依靠航天员“带货”，大大突破了

出舱次数、载荷数量与大小的限制。

与“问天”不同，“梦天”不再配置再生生保系统以

及睡眠区、卫生区，而是作为专属“工作舱”，可以开展

更大规模的空间研究实验和新技术试验。科学家将它

称为空间科学研究与应用的“梦工场”。

梦天实验舱是中国空间站上载荷支持能力最强的

舱段，舱内配置了 13个标准载荷机柜，主要面向微重力

科学研究，可支持流体物理、材料科学、燃烧科学、基础

物理以及航天技术试验等多学科方向研究。

同时，梦天舱舱外还配置了 37个载荷安装工位，特

别是载荷舱上配置了 2 块可以在轨展开的暴露载荷实

验平台和 1个固定式暴露平台，从而可以进行更加彻底

的“太空环境”实验。

一次飞行任务3次出舱

验证相关支持设备功能性能

“感觉地球就在我的眼前，这么近，向我扑面而

来。”9 月 1 日 18 时 26 分，神舟十四号航天员陈冬打

开问天实验舱气闸舱舱门后，激动之情溢于言表。

随 后 ，经 过 约 6 小 时 的 出 舱 活 动 ，航 天 员 陈 冬 、刘

洋、蔡旭哲密切协同，完成出舱活动期间全部既定

任务。

此次是航天员首次从问天实验舱气闸舱出舱、由

小机械臂辅助实施的出舱活动。航天员出舱活动期

间，天地间周密协同、舱内外密切配合，先后完成了问

天舱扩展泵组安装、问天舱全景相机抬升、舱外自主应

急返回验证等任务，全过程顺利圆满，检验了航天员与

小机械臂协同工作的能力，验证了问天实验舱气闸舱

和出舱活动相关支持设备的功能性能。

此 次 出 舱 活 动 ，创 造 了 多 个“ 首 次 ”：航 天 员 陈

冬、刘洋首次执行出舱任务；航天员首次从气闸舱

出舱，出舱口更“宽敞”；首次采用小机械臂转移航

天员……

此次出舱只是神十四乘组出舱任务的序曲。9月17

日和11月17日，该乘组又分别执行了一次出舱任务。

第三次出舱活动期间，航天员完成了天和核心舱

与问天实验舱舱间连接装置、天和核心舱与梦天实验

舱舱间连接装置安装，搭建了一座三舱间舱外行走的

“天桥”，航天员蔡旭哲通过“天桥”实现了首次跨舱段

舱外行走。

天舟五号货运飞船发射成功

创世界最快交会对接纪录

满载货物飞天云霄，跨越星海奔赴天宫。11 月 12

日，随着海南文昌海岸上急速升腾起一股壮美的白烟，

天舟五号货运飞船在长征七号遥六运载火箭的稳稳托

举下，成功发射。

从按下发射按钮到与空间站交会对接，天舟五号

货运飞船仅用了 2 个小时，实现了“太空货运专列”到

“太空货运高铁”的华丽升级。我国快速交会对接技术

成功在轨实施，标志着中国航天交会对接技术取得新

的技术突破。

天舟五号是我国第 5艘货运飞船，是中国空间站在

太空形成“T”字构型后迎来的首位“访客”，也是中国航

天员首次在轨迎接货运飞船。天舟五号为全密封货运

飞船，是世界现役货物运输能力最大、在轨支持能力最

全面的货运飞船。

天舟五号上装载了航天员系统、空间站系统和空

间应用领域的货物共计约 5 吨，携带补加推进剂约 1.4

吨，为神舟十五号乘组 3 人 6 个月在轨驻留、空间站组

装建造和空间应用领域提供物资保障。同时，天舟五

号还充分利用货运飞船上行运力资源，搭载多项试验

载荷，支持开展空间科学与技术试验，具备承担空间站

姿态轨道控制、并网供电以及空间站遥测、数据传输支

持等能力，能够实现更高的综合效益。

与以往货运飞船不同，天舟五号的对接目标是达

80 吨量级的空间站组合体。此次任务的成功，也充分

证明了货运飞船对接机构对大吨位目标的适应性。

神十五发射成功

中国空间站首次形成“三舱三船”组合体

“5、4、3、2、1，点火！”11 月 29 日 23 时 08 分，搭载神

舟十五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 F 遥十五运载火箭在酒

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 10分钟后，神舟十五号载

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

飞船入轨后，按照预定程序与空间站组合体进行

自主快速交会对接，神舟十五号航天员乘组与神舟十

四号航天员乘组进行在轨轮换。在空间站工作生活期

间，航天员乘组将进行多次出舱活动，完成舱内外设备

安装、调试、维护维修、组合体管理、空间科学与技术实

（试）验等各项任务。

这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第 27次飞

行任务，也是进入空间站阶段后的第 4 次载人飞行任

务。此次发射成功标志着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和建造

阶段规划的 12次发射任务全部圆满完成。

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的发射，也创下了我国在超

低温天气成功发射载人飞船的新纪录。

在空间站建造阶段，发射场对发射塔架进行了

整体性改造，对非标塔勤系统、配电系统、加注供气

系统和空调系统进行了全面升级。任务前，他们又

对设备进行了专项状态复查和多次调试，加温效果

明显改善。

11 月 30 日 5 时 42 分，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自主快

速交会对接于天和核心舱前向端口，加上问天、梦天

实验舱，神舟十四号、天舟五号飞船，中国空间站首次

形成“三舱三船”组合体，达到当前设计的最大构型，

总重近百吨。

中国科学家首次在月球上发现新矿物

“嫦娥石”深化人类对月球和太阳系的认知

地球 38 万公里外，月球的奥秘正在一点点被揭

晓。9 月 9 日，国家航天局、国家原子能机构联合宣布，

中国科学家首次在月球上发现新矿物，并命名为“嫦娥

石”。该矿物是人类在月球上发现的第六种新矿物，其

单晶颗粒的粒径只有 10 微米大小，不到一根头发丝直

径的 1/10。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在月球发现新矿物

的国家，这也是嫦娥五号月球样品研究取得的又一重

大科学成果。

专家介绍，“嫦娥石”发现于嫦娥五号月球样品的

玄武岩碎屑中，是一种新的磷酸盐矿物，属于陨磷钠镁

钙石族。

“新矿物的发现，为月球形成和演化提供了更多基

础科学数据，深化了人类对月球和太阳系的认知。”国

家原子能机构副主任董保同表示，这是我国在空间科

学领域取得的一项重大科学成果，也是跨行业跨专业

协同合作的一次成功探索。

除了“嫦娥石”，2022 年是嫦娥五号月壤样品研究

有所收获的一年。

2022年 1月，中国团队首次获得了月表原位条件下

的水含量。最新研究显示，1吨月壤中大约有 120克水，

1 吨岩石中大约有 180 克水。结合样品分析，月壤中的

水绝大部分来自太阳风，岩石中多出来的水则可能是

月球内部水。

2022年 5月，中国学者通过研究 0.2克月壤样本，发

现其中一些成分可作为催化剂，在太阳光作用下，将水

和二氧化碳转化为氧气和燃料。

2022 年 6 月，中国科研人员发表论文，宣布发现月

壤中钛铁矿颗粒表面都存在一层非晶玻璃。

这一年，我们逐梦寰宇、太空安家

我国科学家首次发现月球新矿物并命名为“嫦娥
石”。图为中核集团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研究人员在
称量月壤。

新华社发（中核集团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供图）

4月 16日，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在东风着
陆场预定区域成功着陆。 新华社记者 彭源摄

99 月月 22 日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拍摄的神舟十四号航天员刘洋日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拍摄的神舟十四号航天员刘洋
（（左左））结束出舱任务正在返回的画面结束出舱任务正在返回的画面。。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李杰李杰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