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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记者 沈 唯

◎本报记者 付毅飞

航天英雄杨利伟走进北京市西城区五路通小学，向孩子们讲述中国
航天的发展和未来。 图片来源：中国航天基金会

航天英雄翟志刚走进北京市第一七一中学附属青年湖小学，鼓励孩
子们永攀科技高峰。 图片来源：中国航天基金会

英雄航天员汤洪波走进北京市朝阳实验小学，与孩子们进行互动
交流。 图片来源：中国航天基金会

◎本报记者 张盖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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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4日，观众在2023年“中国航天日”科普展览上合影留念。 新华社记者 黄博涵摄

20年前，杨利伟搭乘神舟五号载人飞船成功出征太空，成为中国

载人航天事业的里程碑，也标志着中国的科技发展取得了重大突

破。20年来，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硕果累累，随着中国首个空间站的建

立，太空探索迎来了更多的机会。火箭飞天的奥秘都有哪些？天外

生命是什么样子？如何使航天飞船更加安全可靠？

4 月 24 日是“中国航天日”，由科普中国联合中国航天科技集团

共同举办的“科学视界·基立未来”科普专家系列沙龙特别节目“筑梦

廿载向苍穹——致敬中国航天员首飞太空 20 周年”播出。节目邀请

了三位“航天人”进行主题演讲，分别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空间

站系统副总设计师朱光辰、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控制所研究员陈鼎、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一院褚嘉运博士，他们围绕基础研究领域，通过对

热点话题及时科普，向公众展示科学思维和科学方法，并逐渐引导公

众形成讲科学、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氛围。

朱光辰在演讲中详细介绍了航天器总体构型设计和布局设计的重

点，深入浅出地讲解力学、材料科学和电子电器的科学知识，并鼓励有志

于科研技术工作的年轻人投身航天领域。在他看来，航天事业体现的是

国家意志，具有强大的组织力和执行力，一旦确定目标之后，就会坚定不

移地执行下去。“航天事业提供了施展聪明才智的广阔舞台，让参与者有

机会见证一次又一次的历史性时刻。航天事业大有可为！”

陈鼎重点讲解了空间科学探测和应用方面的研究工作。自 2012

年起，中国率先提出了“系外类地行星探测计划”，利用超高精度的空

间天体测量和测角技术，对太阳系附近一些非常亮的恒星周围的行星

系统进行探测。陈鼎在演讲中表示，因为精度要求高、工程难度大，项

目团队十年来潜心研究，持续深入优化方案，攻克关键技术，不断抠细

节、啃难题，几乎没有一天停息。从原理到设计，再从样机到地面实

验，项目终于在2023年进入实际的在轨探测阶段。

从事航天器可靠性设计工作的褚嘉运，在演讲中解答了如何通

过科学手段保障航天器成功飞行的问题。褚嘉运说：“载人航天与可

靠性工程是密不可分、互相成就的。没有可靠性工程的基础，根本无

法迈进载人航天的门槛，没有载人航天任务的规格要求和检验，就不

会有航天可靠性工程技术的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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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有个同志病危，我们去看他。这位同事以前工作太忙，没有时

间去看病。”年近九旬的余梦伦院士，头发和眉毛都已经白了。在台上，他

动情地回忆，这位曾和自己并肩作战的同事说，病倒了，再也不能为航天

事业作贡献了，他的生命就完了。这句话，让余梦伦心里很难受。

4 月 21 日，中国科学院院士、航天专家余梦伦在北京理工大学“寰宇

讲堂”做了场讲座，主题是“航天精神指引下中国运载火箭的发展”。

他讲述道，上世纪 60年代开始参加工作，当时航天人的压力很大，也

怀揣满腔为科技奋斗的激情，大家常常挑灯夜战。余梦伦记得，那个时候

单位领导一到晚上，就得督促大家回去睡觉。

余梦伦讲解了我国弹道导弹及运载火箭的发展历程。“中国航天始终

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不断开拓创新、勇攀高峰，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

特色的创新发展之路。”

这场讲座，是北京理工大学“格物致知，叩问苍穹”航天月系列教育实

践活动的一部分。特意选在 4 月 24 日“中国航天日”前夕举行，也是为了

进一步弘扬航天精神，激励青年学子积极投身航天事业。

年轻学生们问院士，在那样艰苦简陋的条件下，面对艰巨任务，是如

何保证最终计算准确性的？“我们工作的好坏以人民的利益为衡量标准，

老百姓满意了，我们的工作就做好了。”余梦伦说，即使在国家极端困难的

时候，军工人员、科技人员也被当成宝贝，得到了极大支持。“我们能不好

好工作吗？”

北京理工大学校长助理魏名山勉励新时代的北理工青年，要锤炼本

领、勇于创新、接续奋斗，投身航天事业，建设航天强国，用航天梦助力中

国梦。

2023年，学校宇航学院联合多家单位打造“航天月”系列活动，为学生

提供丰富多样的学习体验。结合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主题教育，宇航学院举办了“青年微论坛”，选拔 6名薪火宣讲团成

员，通过讲好航天故事，弘扬航天精神。

余梦伦对年青一代航天人提出了期望：要热爱航天事业，能谦虚学

习、以平常心看待成绩和荣誉，以执着之心、坚韧之心、奉献之心不断提

高自身本领和工作能力，实现个人与航天事业共同成长，再创航天事业

新辉煌。

“余老等老一辈航天人数十年如一日的热爱与坚守，令人动容。我被

他们矢志不渝航天报国的决心和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深深触动。”北理工

宇航学院 2021 级博士生孟经伟听完讲座后感慨，作为新时代青年，初心

就是使命，“我们的责任就是发扬前辈们的精神品质，为祖国的航天事业

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铭记老一辈航天人的精神

九旬院士讲述半个世纪的坚守
科技日报讯 （记者付毅飞）4 月 24 日，第八个“中国航天日”活动的重要内容

“梦想的力量”进校园科普活动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举行。活动邀请全国妇联兼职

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特级航天员刘洋介绍我国载人航天的辉煌成

就，分享飞天梦想与成长的故事。

图为刘洋与现场人员互动。 新华社记者 杜宇摄

航天员刘洋
走进中国科学

技术大学

科技日报讯（记者付毅飞）4月 24日，2023年“中国航天日”主场活动之一——

“中国航天公益形象大使”进校园活动在合肥市第六中学菱湖校区举办。“太空教

师”王亚平在活动现场带领同学们重复了曾在第三次“太空授课”中开展过的“冰球

实验”。 图片来源：合肥六中

航天员王亚平
将太空实验
搬进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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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月球科研站，探测行星、彗星，防御小行星，探索太

阳系边际……在4月25日举行的2023年“中国航天日”首届

深空探测（天都）国际会议上，与会专家透露了未来中国深空

探测的多项规划。

2030年有望建成月球科研站基本型

中国深空探测重大专项总设计师吴艳华在会上介绍，未

来中国月球探测规划的任务包括探月工程四期、国际月球科

研站建设、鹊桥通导遥（通信、导航、遥感）星座系统等。

吴艳华说，嫦娥六号探测器计划于2024年前后发射，我

国有望实现世界首次从月球背面采样返回。嫦娥七号计划

2026年前后发射，将在月球南极开展环境探测和资源利用，

其中一个重点目标是要寻找水冰等物质。嫦娥八号计划

2028年前后发射，将重点开展月球科研站的月面指挥通讯

中枢技术验证、远程机器人探测和资源原位利用。嫦娥七

号、八号与鹊桥二号将构建月球科研站基本型。

“我国正在联合多国论证，将共同构建国际月球科研

站。”吴艳华说，目前初步规划目标是2030年前后建成月球

科研站基本型，2040年前后建成完善型。此后，我国将与各

国共同开展运行维护以及科学应用。

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深空探测实验室主任吴伟仁在

会上介绍，国际月球科研站是中国联合多国共同建设，将在

月球表面和月球轨道长期自主运行、短期有人参与，可扩展、

可维护的综合性科学实验设施。科研站由地月运输系统、月

面长期运行保障系统、月面运输与操作系统、月球科研设施

系统、地面支持及应用系统五大基础设施构成，具备能源供

应、中枢控制、通信导航、天地往返、月球科考和地面支持等

保障能力，可支持开展科学探测研究、资源开发利用、前沿技

术验证等多学科、多目标、大规模科学和技术活动。

同时，吴艳华透露，我国正在论证鹊桥通导遥综合系统方

案，拟按照“三步走”方案，支撑我国以及合作国家的深空探测

任务目标。其中，鹊桥二号卫星将于2024年年初发射，其作

为探月四期公共中继星平台，将为嫦娥四号、六号、七号、八号

任务提供中继通信服务。该任务还将搭载“天都一号”“天都

二号”2颗鹊桥通导技术试验卫星，开展关键技术验证。

天问二号计划2025年发射

目前，中国行星探测工程已批准实施天问一号、二号、三

号、四号4次任务。吴艳华透露，我国计划在2025年前后发

射天问二号探测器，对近地小行星 2016HO3进行探测、伴

飞、取样和返回，还将探测一颗新近发现的主带彗星。

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工程总设计师张荣桥近日向媒

体透露，天问二号探测器已经基本完成初样研制，将于今年

年中转入正样研制阶段。

2016HO3小行星距离地球超 4000万公里，个头很小，

是国际公认具有特殊性的天体。张荣桥表示，与火星不同，

小行星上没有重力，这意味着航天器无法环绕小行星飞行，

只能在茫茫宇宙中追上它，与其一起飞行，并在伴飞的过程

中进行附着，择机取样。

吴艳华还透露，天问三号计划于2030年发射，实施火星

取样返回；天问四号计划2030年前后发射，主要开展对木星

和木卫四的环绕探测。

张荣桥表示，这两项任务难度非常大，还需要两三年时

间开展关键技术攻关。

撞击小行星任务正在论证

预防近地小行星对地球造成威胁，早已成为国际热门话

题。吴艳华说，我国正在计划进行首次近地小行星防御演示

验证任务，目前论证的方案是选择一颗直径50米左右的小

行星，开展伴飞探测、动能撞击、在轨评估，力求实现撞得准、

推得动、测得出、说得清。

会上，深空探测实验室总体技术研究院研究员尤伟对中

外近地小行星防御技术进展进行了介绍。尤伟说，目前人类

对小行星防御方式有很多设想，包括爆炸、引力拖车、激光烧

蚀等，但具备工程实施条件的还是以动能撞击为主。

基于目前地面观测数据，大部分小行星的物理特性还无

法确知。对此，尤伟表示，有必要先规划一次伴飞任务，由一

颗探测器把目标小行星的基本参数摸清，撞击器随后到达，

进行撞击。

尤伟介绍，撞击器的设计将基于我国前期深空探测基

础，采用成熟的平台和系统设计，关键是要配置高精度的自

主导航敏感器来实施高速动能撞击，同时还要能适应多种目

标特性。

撞击的位置会对撞击过程和结果产生很大影响。尤伟

说，最好能沿着太阳的方向去撞击小行星，在撞击过程中小

行星处于完全被照亮的状态，这对成像非常有利。

按照目前的设想，此次任务将使用长征运载火箭同时把

探测器和撞击器发射入轨，约6个月后择机实施一次深空机

动，经过数次轨道修正后，在发射后16个月左右实施撞击。

任务涉及“不确知目标特性下的高速高精度导航、制导与控

制”“超高速撞击偏转过程建模、仿真与试验”等关键技术。

力争2050年前后飞抵太阳系边际

“专家正在论证太阳边际探测任务的设想，将利用核

能源为动力，争取在2050年前后能飞抵太阳系边际。”吴艳

华说。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嫦娥四号探测器系统项目执行

总监张熇在会上介绍，太阳系边际距离太阳中心约有70至

100个天文单位，其具有方向性，日球层面向银河系中心的方

向被称为“鼻尖”区域，反之被称为“鼻尾”区域，两处都有很

高的科学探测价值。

国际上目前暂时没有正在实施的太阳系边际探测任

务。2020年，我国在国家航天局倡导下，组建了相关任务论

证团队，希望能通过两次任务，分别飞往“鼻尖”和“鼻尾”，实

现对日球层较为全面的探测。

张熇说，开展太阳系边际探测对飞行任务的设计有很大

挑战，首先要使探测器达到每秒16.7公里的第三宇宙速度。

国际上已经实现的方法是借助木星、土星等大天体的引力提

速，每年大约可以飞行3个天文单位的距离。我国初步规划

使用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发射探测器，选择木星借力加速可获

得最佳效果。

探测器发射时间与天体相位密切相关，木星的公转周

期为 11.86年，意味着任务窗口大约每 12年一次。张熇介

绍，经过仿真计算，去“鼻尖”方向比较适合的借力时间是

2028年到2029年前后，经过一至两次地球借力和一次木星

借力，探测器可以在 2049 年飞到相距 80 个天文单位的区

域；去“鼻尾”方向，最佳借力时间则在 2034年到 2035年左

右，经过地球、木星、海王星借力，2049年可以飞到 92个天

文单位以外。

张熇认为，此类任务的飞行时间通常要20年至50年不

等，这对探测器的长寿命设计将带来很大考验。

月球建站、行星探测、撞击小行星、飞抵日球层……

中国深空探测在规划这些大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