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 2月 27日 星期一 文化文化1010—1111

2 月 24 日，“逐梦寰宇问苍穹——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30 年成就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面向社会公众全面系统展示中

国载人航天工程 30 年发展历程和建设成就。

1992年 9月 21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正式立项实施；2022年 12月 3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年贺词中郑重宣布，“中国空间站

全面建成”。从蓝图绘梦到奋斗圆梦，几代中国航天人在建设航天强国、攀登科技高峰的征程上增添了又一座彪炳史册的里程

碑，在浩瀚宇宙书写了用航天梦托举中国梦的壮丽篇章。

一个属于中国航天的空间站时代已经来临。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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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方 上 下 曰 宇 ，往

古来今曰宙。”浩瀚的星空，对

于用双脚丈量大地的人类来说，充

满着永恒的吸引力。作为世界上天文学

起步最早的国家之一，自古以来，日月盈昃，

辰宿列张，不知启发了多少中国人的哲学思考

和诗意想象。现在，中国空间站全面建成了！“夜空

中最亮的星”，让曾经的遥不可及变得近在眼前。

中国空间站在距离地球 400 公里的近地轨道上，

每 90 分钟环绕地球一圈。即便借助特殊的望远镜拍

摄，“天宫”也不过是浩瀚宇宙背景中的一个小点。然

而，这并不妨碍很多人对“天宫”的亲近感。

每一次太空出征，总能引来“全民围观”。“高光时刻”

频频刷屏的背后，浓缩了无数人的关注与期待。在海南

文昌，许多游客不远千里而来，只为近距离感受发射现场

的震撼；在故宫、长城、丽江古城，当中国空间站经过上

空，人们纷纷定格瞬间、同框合影；在展览馆，神舟飞船返

回舱、天和核心舱模型旁，始终人头攒动；当“神十五”与

“神十四”航天员乘组“太空会师”时，网友在社交平台纷

纷刷屏“老铁来了”；遨游九天的“天宫”“天和”“天舟”等

浪漫名称，更是由载人航天工程向全社会征集而来。

每一次叩问宇宙、筑梦九天，都在更多人心中留下

好奇与向往。2013 年，首次太空授课开讲，航天员在

失重环境下的物理实验将深邃太空的奥秘直观地展现

在全国 6000 多万名孩子眼前。现在，“天宫课堂”的讲

台更大、实验更精彩，天地间的互动也更加丰富：小朋

友的画作被带上太空；孩子寄往“天宫”的信收到航天

员的回复；中小学生试验载荷将来也能上空间站。正

如航天员陈冬在太空回信中所说：梦想的种子一旦撒

下……一定会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闪烁星辰化为求索未知的热情，牧星耕宇所取得的长

足进步也方便着日常生活。专为航天服开发的织物材料

制成日常衣物、太空育种蔬菜端上百姓餐桌，还有出行导

航、卫星电视直播等。随着航天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我们

能在更多领域体验航天科技创造的获得感。

中国空间站，是中国航天员的太空之家，也是亿万

中国人开启对浩瀚太空新想象的起点。如今，收看过第

一堂太空授课的孩子里，已经有人投身航天事业；神舟

十五号航天员邓清明的女儿写下“我的爸爸是航天员”，

选择和父亲并肩战斗；还有许多心怀热爱的人，成了“追

星星”的摄影师、致力于科普的博主、醉心研究的科研工

作者……

在动辄以亿年为计量单位的浩瀚宇宙，载人

航天三十载或许只是沧海一粟，却把一个文

明古国对科学探索的崭新高度标注在了

无垠苍穹。银汉不再迢迢，追星

逐梦的中国人，期待着看见

更深更远的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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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在别人后面把所有程序都走一遍，那样我们就永远落

在后面。”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首任总设计师王永志院士说。

1992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正式立项实施，规划“三步走”发

展战略。1992年至 2002年，用 10年时间，完成神舟一号到四号 4
次无人飞行任务，为执行首次载人飞行任务奠定坚实基础。

2003 年到 2012 年，用近 10 年时间，先后执行神舟五号、

六号、七号、九号 4 次载人飞行，以及神舟八号与天宫一号交

会对接任务，先后突破掌握天地往返、空间出舱、交会对接等

关键技术，一举跨越发达国家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

进入新时代，中国航天人继续逐梦太空。

2013 年神舟十号任务后，2016 年 6 月至 2017 年 4 月，密集

执行长征七号、天宫二号、神舟十一号、天舟一号 4 次任务，考

核绿色、无毒、低污染的新型火箭，启用生态、环保、开放的新

发射场，建成我国首个真正意义上的空间实验室，突破掌握航

天员中期驻留、空间站货物运输、推进剂在轨补加等关键技

术，载人航天工程第二步圆满收官。

2020 年 5 月，长征五号 B 运载火箭首飞成功，拉开空间站

阶段飞行任务序幕。从 2021 年 4 月天和核心舱发射到 2022
年 12 月 4 日神舟十四号返回，中国载人航天在 20 个月内，密

集实施 11 次发射、3 次飞船返回、2 次舱段转位、7 次航天员出

舱，4 个飞行乘组 12 名航天员接续在轨驻留，航天员乘组首次

完成在轨轮换，突破掌握航天员长期在轨驻留、空间站组装建

造等 8 项关键技术，如期建成空间站，创造了世界航天史上空

间站组装建造最快纪录，跑出了中国航天的“加速度”。

载人航天工程先后突破掌握了一大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核心关键技术，探索出“三垂一远”测试发射、一级半构型火

箭直接入轨等创新方案；自主研制出 8 型飞行器和 3 型火箭，

货运飞船货重比居世界第一；创造性设计能够开展拓展实验

的飞船留轨舱，建立了陆海天“三维一体”测控体系，核心元器

件国产化率达到 100%。

【【三步走三步走】】 自主研发自主研发 不断提速不断提速

建成空间站是彪炳史册的大事，以实现中国梦航天梦的

宏大视野来看，这又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新起点。

“造船为建站，建站为应用。”这是载人航天工程建设发展

的初衷。

在载人航天工程十四大系统里，空间应用系统成果卓著，

充分体现出空间应用在工程建设发展中的地位作用。在载人

飞船阶段，安排了我国当时规模最大、领域最广的空间科学与

应用计划，28 项空间科学实验均为国内首次开展。

交会对接与空间实验室阶段，安排了 50余项科学实验与技术

试验，其中，我国研制的世界首台空间冷原子钟达到 10－16秒量级

的超高精度，伽马暴偏振仪等项目取得国际领先的科研成果。

进入空间站建造阶段后，在空间科学与人体研究、微重力

物理科学、空间科学与地理科学、空间新技术与应用四大领

域，规划了覆盖面广泛的研究项目，研制了一批具有国际一流

水平的科学实验机柜和舱外设施。在国际上首次完成水稻

“从种子到种子”全生命周期空间培养的实验，后续，还有望在

生命、物理、天文、生物、材料等领域取得重要成果。

国际合作成果颇丰：面向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供空

间微重力环境下实验平台，提供航天员选拔训练和飞行机会；

与法国联合开展失重心血管功能研究；中欧航天员进行联合

海上搜救训练；多个国家提出选派航天员参与中国空间站飞

行任务的需求……

相信历史会证明：中国载人航天的发展成果既是中国的，

更是世界的，不仅会造福中国人民，也造福世界。一直致力于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会敞开空间站的大门，欢迎

朋友们前来访问。

【【新起点新起点】】 科学应用科学应用 敞开大门敞开大门

在所有航天工程中，载人航天系统是最复杂的。立项之

初，工程有七大系统，到空间站阶段增至十四大系统及上百个

分系统，参与单位多达上千家，涉及数十万科研工作者。

“实施这样宏大的工程，没有党中央集中统揽，没有全国

大协作，是不可想象的。”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周建平

说。大协作，并不是“人海战术”的简单叠加，而是资源更合

理、更科学的配置。“万人会战造神舟”，神舟飞船首任总设计

师戚发轫至今记忆犹新。载人飞船由 13 个分系统组成、涉及

300 多家协作单位，船上装有 300 多根电缆、600 多台设备、8
万多个接点、10 万多个元器件、50 多万条软件程序，每一个焊

点、每一根导线、每一行语言都不能错。神舟一号研制时，仅

一个火工锁就进行了 100 多次可靠性试验，飞船第一次联试

就用了 200 多天。

2021 年初，决战空间站建造的冲锋号吹响，打响了中国

航天史上规模最大、难度最高、节奏最快、参与单位最多的科

技大会战。

“西安和上海的发动机、天津的太阳翼电池片、河南的电

连接器、上海的电池、四川的元器件……前一天还在工厂里，

第二天就能‘飞’到北京的总装车间。”有专家这样形容新型举

国体制的优势。

薪火相传，接力赛跑。30 年里，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取得

4000 多项发明专利，推动航天产业跨越发展，并辐射带动微

电子、机械制造、化工、冶金、纺织、通信等领域快速发展，极大

促进我国科技水平整体提升，培养了一支高素质人才队伍。

【【大协作大协作】】 步履铿锵步履铿锵 接续奋斗接续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