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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向太空

近期，中国航天事业捷报频传。
5 月 3 日，嫦娥六号探测器由长

征五号遥八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
天发射场发射，之后准确进入地月
转 移 轨 道 ， 发 射 任 务 取 得 圆 满 成
功。嫦娥六号探测器开启世界首次
月球背面采样返回之旅，预选着陆
和采样区为月球背面南极—艾特肯
盆地。此次嫦娥六号任务发射至采
样返回全过程约53天。

4月25日，搭载神舟十八号载人
飞船的长征二号F遥十八运载火箭在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航天员
叶光富、李聪、李广苏乘坐载人飞船
奔赴太空。这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进
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3次载
人飞行任务，是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
第 32 次发射任务，也是长征系列运
载火箭的第518次飞行。

遥望茫茫宇宙，从 1970 年第一
颗人造卫星成功发射，到建设成自己
的“太空家园”，几十年间，中国航
天攻克一个个技术难关，开启一次次
光辉航程。如今，中国在载人航天、
探月探火等领域勇攀科技高峰，加速
从航天大国迈向航天强国。

以中国目前唯一一型可以执行载
人任务的长征二号 F 运载火箭为例，
其安全性评估值达 0.99996，至今保
持着100%的发射成功率。此次神舟十
八号发射任务，是长征二号F火箭第
13次执行载人发射任务。相较上一次
任务，火箭完成了30余项技术改进，
进一步提高了安全性和可靠性。

由于该火箭承担载人发射任务，
对安全性、可靠性要求极高，因此它
拥有其他火箭所没有的故障检测系统
和逃逸救生系统，时刻保障航天员安
全。据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相关负责人
介绍，团队一直在不断优化火箭发射
流程，启用了多项数字化、智能化、
前后方联动数据判决技术，使得整个
发射流程的可靠性更高。

航天器发射场同样坚持创新，开
展“数智化建设”，通过布设传感系
统，实时获取地面设施设备状态信
息，实现了加注、发射时段的全时信
息采集、全要素态势显示。

在探月方面，据中国载人航天工
程办公室副主任林西强介绍，2030
年前将实现中国人登陆月球是载人月
球探测工程登月阶段任务目标。

“相比空间站任务，登月任务
中，航天员需要训练掌握梦舟飞船和
揽月着陆器正常以及应急飞行情况下
的操作，月面出、进舱，1/6重力条
件下负重行走，月球车远距离驾驶，
月 面 钻 探 、 采 样 和 科 学 考 察 等 技
能。”林西强表示，目前，各系统正
按计划开展研制建设。长征十号运载
火箭、梦舟载人飞船、揽月月面着陆
器、登月服等主要飞行产品均已完成
方案研制工作，正在全面开展初样产
品生产和各项试验。

中国航天技术的发展，还辐射带
动了诸多相关产业技术进步。据统
计，当前已有 4000 余项空间应用成
果进入生物、医疗等行业。通信、导
航、遥感等商业航天服务领域日益广
泛，相关行业快速成长。

特别是在中国空间站长期开展有
人参与、大规模的空间科学实验和技
术试验，促进了空间科学、空间技术
和空间应用全面发展。截至目前，中
国空间站已在轨实施了130多项科学
研究与应用项目，利用神舟十二号至
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行任务下行了5批
300多份科学实验样品，先后有国内
外500余家科研院所参与研究，在空
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空间材料科
学、微重力流体物理等方向已取得重
要成果，在国际一流期刊发表论文
280余篇。

林西强介绍，此次，神舟十八号
航天员乘组将利用舱内科学实验机柜
和舱外载荷，在微重力基础物理、空
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
学、航天技术等领域，开展 90 余项

试 （实） 验。“比如，本次神舟十八
号将上行实验装置及相关样品，将实
施国内首次在轨水生生态研究项目，
以斑马鱼和金鱼藻为研究对象，在轨
建立稳定运行的空间自循环水生生态
系统，实现我国在太空培养脊椎动物
的突破。还将实施国际上首次植物茎
尖干细胞功能在轨研究，揭示植物进
化对重力的适应机制，为后续定向设
计适应太空环境的空间作物提供理论
支撑。”林西强说。

潜入深海

海洋空间广袤辽阔，资源丰富多
样。近年来，中国在深海探索方面实
现一系列新进展。

潜水器持续探秘万米深海。
中国船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叶

聪介绍，中国自主设计和研制的“蛟

龙”号、“深海勇士”号、“奋斗者”
号 三 台 潜 水 器 累 计 下 潜 超 过 1100
次，近3年全球一半以上的载人深潜
任务由它们完成。特别是中国首艘万
米级载人潜水器“奋斗者”号，4年
来，已累计完成230次下潜，其中深
度超过万米的有 25 次，让 32 人到达
了万米的海底开展作业，持续刷新万
米下潜人次的纪录。

大洋钻探领域迎来新突破。
去年底，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

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试航成功，
近日已进入调试和内装阶段，预计今
年内全面建成。

据悉，“梦想”号总吨约 3.3 万，
总长 179.8 米、型宽 32.8 米，续航力
1.5万海里，稳性和结构强度按 16级
台风海况安全要求设计，具备全球海
域无限航区作业能力和海域 1.1万米
的钻探能力。

大洋钻探是深海探测领域难度最
高、挑战最大、最为关键的核心能

力。“钻探的目的是钻获地球内部的
岩心，并获取其中蕴含的地质信息，
进而解开地球深部的奥秘。”中国地
质调查局“梦想”号指挥部主要负责
人周昶介绍，在技术创新和设备集成
的支撑下，“梦想”号将致力于实现
钻透地壳、进入地幔层的目标。

“梦想”号不仅在钻探设计深度
上是世界之最，还建有全球面积最
大、功能最全的船载实验室。

船载实验室总面积超过 3000 平
方米，包括基础地质、古地磁、无
机地球化学、有机地球化学、微生
物、海洋科学、天然气水合物、地
球物理、钻探技术等 9 大功能实验
室，并装配各种精密实验仪器超过
150台 （套）。

目前，与“梦想”号配套的钻探
保障船、全球最大的海洋地质岩心库、
中国首座深水科考码头等均已建成，将
为“梦想”号运营提供强大岸基支持。

深海资源开发取得卓越成绩。
5月初，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

公司宣布，中国首个自营超深水大气
田“深海一号”保持高产稳产运行状
态，累计产天然气超 80 亿立方米，
生产凝析油超80万立方米。

“深海一号”距海南省三亚市
150公里，天然气探明地质储量超千
亿立方米，最大作业水深超过 1500
米，最大井深达 4000 米以上。据中
国海油海南分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

“深海一号”大气田自 2021 年 6 月正
式投产，一直保持稳定供气状态，持
续向粤港澳大湾区和海南自贸港同时
供气。目前，“深海一号”二期工程
正加紧建设。作为核心生产装置，全
球首座 10 万吨级深水半潜式生产储
油平台“深海一号”能源站将根据二
期工程建设需求开展升级改造。新项
目投产后，“深海一号”气田整体高
峰年产量有望由 30 亿立方米提升至
45亿立方米。

钻探深地

除了空天和深海，在深地探测方
面，最新成果也在不断涌现。

地热能是一种稳定可靠、绿色低
碳的可再生能源。其中，深层地热来
自地底 3000 米以下的高温岩体干热
岩，具有广阔的开发应用前景。

4月初，中国首口超5000米深层
地热科学探井——福深热1井成功钻
探至 5200 米，刷新了中国地热科学
探井的最深纪录，并在多个地层获得
地热资源，标志着华南地区深层地热
勘探取得新突破。

位于海南省海口市的福深热 1
井，采用了“双驱钻井+高压喷射”等
多项自主创新技术，在3900米附近钻
获温度达150摄氏度的地热资源储层，
在5123米深度钻获温度达188.71摄氏
度的地热储层。业内专家指出，未
来，依托福深热1井可建成中国华南
地区首个深层地热产学研一体化现场
试验研究平台和开发利用示范平台。

深地油气资源勘探开发的成绩同
样亮眼。

3月初，在新疆塔里木油田，中
国石油深地塔科 1 井钻探深度突破 1
万米大关，刷新亚洲最深直井纪录。

塔里木盆地是中国最大的含油气
盆地，盆地埋深超过 6000 米的石油
和天然气资源分别占全国的 83.2%和
63.9%，是中国最大的深地油气富集
区。当前，超深层已成为中国油气资
源增储上产的主阵地，向地球深部挺
进是保障能源安全的重大战略任务。

近年来，中国已多次刷新深地开
发纪录。2023 年，塔里木油田完钻
井深超 8000 米的井就超过 70 口，约
90%的新增储量从超深地层获取，开
采出的超深层油气达1957万吨。

经过270多天奋战，钻头连续钻穿
十余个地层，达到万米深度。目前，深
地塔科1井仍在向着1.1万米目标深度
全速钻进。

深地塔科 1 井抵达目的层过程
中，面临超深、超高温、超高压等多
重挑战。“这口井从地表钻到8000米
深度用了近5个月，而从8000米到万
米，用了 4 个多月的时间。”中国石
油塔里木油田企业首席专家王春生介
绍，深地塔科 1 井的钻头钻至万米
后，地层温度超过 200℃，地层压力
超过130兆帕。每深入地下一米，钻
探难度都会成倍增加。

为此，深地塔科1井应用了200余
件国内顶尖装备和技术。塔里木油田、
西部钻探、宝石机械等多家单位联合攻
关，攻克了超高钻台大载荷提升系统关
键技术难题，自主研制了全球首台1.2
万米特深井自动化钻机，创新研发了
220℃超高温钻井液、抗高温螺杆等工
艺技术，万米取芯及电缆等资料录取装
备实现突破，打造形成万米深井安全高
效钻完井等一批关键核心技术。

除了寻找油气资源之外，深地塔
科1井作为一座科学探索井，还肩负
着探索地球演化和气候变迁等重任。
随后，万米物理测井、万米取芯等一
系列科探工作也将陆续展开。

大国重器 探秘未来空间
本报记者 李 贞

未来空间蕴含着无限可能。探索未来空间，主要
将聚焦空天、深海、深地等领域，研制载人航天、探月
探火、卫星导航、临空无人系统、先进高效航空器等高端
装备，加快深海潜水器、深海作业装备、深海搜救探测设
备、深海智能无人平台等研制及创新应用，推动深地资源

探采、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极地探测与作业等领域装
备研制。

近年来，中国在探索空天、深海、深地等领域取得诸
多新成果，一件件大国重器上天入海，为发展未来空间奠
定了基础。

图①：图为“深海一号”二
期项目所用深水水下中心管汇入
水瞬间。

中国海油供图

图②：图为中国石化福深热
1井。

张乔勋摄

图③：5月3日，嫦娥六号探
测器由长征五号遥八运载火箭在中
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之后准确
进入地月转移轨道，发射任务取得
圆满成功。
国家航天局供图 （新华社发）

图④：4月26日在轨执行任务
的神舟十七号航天员乘组顺利打开

“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十八
号航天员乘组入驻“天宫”。

新华社记者 金良快摄 ④④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