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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 日，第 $% 届国际宇航大会在京进
入高潮之际，中国首辆月球车嫦娥三号月球车
启动了全球征名活动，这使与会的各国各航天
大国宇航局长、现役或退役航天员等数千名世
界航天精英把关注的目光再次聚焦中国航天事
业的迅猛发展，天宫一号与神舟十号空间交汇
对接、中国载人空间站建设进程、嫦娥探月
“绕落回”三步走规划、萤火二号的研制和发射
等成为他们热烈讨论的重要话题，其中提及频
率最高的当然是即将于 &"月发射的嫦娥三号。

中国 !"年 #大进步举世瞩目

被誉为“宇航界奥林匹克”的国际宇航大
会进入中国，世界航天精英全方位聚焦中国航
天，这已经是第二次了。&'年前，中国曾举办
过第 ('届国际宇航大会。然而，彼时与会各国
航天精英对中国航天的关注度并不是那么高，
观察的角度更多的是中国航天的未来发展规划，
因为作为一个新兴的航天国家，中国与美国、
俄罗斯等航天宿将相比，当时在该领域的确相
差甚远。但是，斗转星移，经过 &'个春秋的努
力奋斗，中国以只争朝夕的忘我奋斗精神在航
天领域实现了举世瞩目的跨越式发展，取得的
“(大进步”标志着中国航天大幅缩小了与一流
航天强国的距离。

一是运载火箭发射频率大大增加，发射成

功率大幅提升。火箭发射频率和发射成功率是
评价一国航天发展的重要指标，而我国在这两
个方面都取得了巨大飞跃。据统计，从 &!')年
(月到 &!!$年 *月，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共发射
() 多次，成功率 *+,-.；而从 &!!$ 年 &) 月至
")&- 年 ! 月，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共发射近 &()

次，成功率高达 !*,$.，甚至一度创造了连续
'/次发射成功的骄人纪录。

二是载人航天工程十战十捷。&!!$ 年之
前，我国载人航天刚刚起步，无论是后来在该
领域大显身手的长征二号 0火箭，还是神舟飞
船都正在初步研制中，载人航天发射场还处于
建设阶段，首批航天员选拔工作才刚刚开始。
而到了 1)&-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已经十战十
捷，&) 名中国航天员进入太空。中国成为继
俄、美之后第 -个独立开展载人航天活动的国
家。

三是深空探测从无到有。&!!$年，我国月
球探测工程尚处于可行性论证阶段，而今天，
嫦娥一号、嫦娥二号已成功发射，并即将把嫦
娥三号送入太空，不仅实现了我国深空探测零
的突破，而且创造了深空探测纪录。' 月 &(

日，嫦娥二号卫星到达与地球间距离突破 /)))

万千米的深空，成为我国首个人造太阳系小行
星。与此同时，“萤火”探测器研制等工作也
标志着我国火星探测已平稳起步。

四是一些重大航天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

北斗导航系统、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在 &'

年前还是空白，而今天这些已经得到广泛应用；
在空间运行的各类应用卫星，无论数量还是质
量均大幅提升，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

人类新太空时代特色鲜明

在中国航天事业取得长足发展的同时，世
界航天领域从上世纪末以来也发生了深刻变革，
进入到一个崭新时代，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
将其称为“第二太空时代”。该报 "))' 年一篇
名为《新太空竞赛》文章指出，苏联发射的第
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标志着第一太空时代的到来，
这个以冷战对抗为主要特征的人类太空探索阶
段随着美国 ")&)年航天飞机谢幕最后终结；第
二太空时代孕育于本世纪初，以 "))(年美国公
布“太空行动设计方案”，把 ")-' 年实现人类
首次火星行走列入目标为开始标志。

该报的上述一家之言带有国际政治的浓厚
色彩，不一定为航天科学家认可，但其为我们
提供了一个观察角度。的确，种种迹象表明一

个特色鲜明的新航天时代已经到来，而通过梳
理，我们不难发现这个新时代有 -个鲜明特点。

一、科学探索理性回归，合作成为主流。

无论是发射人造地球卫星还是登临月球；无论
是建设空间站还是发射航天飞机， 《星期日泰
晤士报》所定义的第一太空时代充斥的是超级
大国的太空军备竞赛，太空科学探索不过是谋
取军事优势的手段而已；随着航天飞机退役，
军事在很大程度上让位于科学认知，人类太空
探索摆脱战争阴云，实现理性回归。在此背景
下，各国之间的太空科技合作自然会逐步加强，
近些年的太空探索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二、更远深空探测加强，火星成为重点。

无论是奥巴马政府 ")&)年宣布实施的新太空计
划，还是被大幅修改的小布什政府的星座计划，
都把目标指向以火星探测为重点的深空探测，
奥巴马明确宣布，美国将向近地轨道之外的空
间进发，并期待到 !"!#年，对太阳系进行深入
探索，到本世纪 $"年代中期，美国具有运送宇
航员平安往返火星轨道的能力。

三、商业意味开始增加，私企逐渐参与。

随着美国“龙飞船”升空服务国际空间站，私
人企业参与航天项目及引入的市场化机制，极
大地改变了国家包揽航天的传统，为太空事业
发展找到了市场动力，而随着太空科技进步和
经济发展，可以预见私人企业的更广泛参与将
是新太空时代重要特点之一。

我们推进国际太空合作不遗余力

作为航天后起之秀，中国的出色
表现不仅举世瞩目，而且其表现出的
合作和开放态度与诚意更是赢得广泛
赞誉。在国际宇航大会上，面
对外国记者提出的“在接受
其他国家宇航员共同参
与空间站方
面，中国持
怎样的态度”

时，中国国家航天局局长马兴瑞明确表示，中
国已经具备了独立自主的建设空间站和运营空
间站的能力，但是建设以后觉得应该更好地利
用它，我们提出来向国际开放，包括为其他国
家培养航天员和为其他国家科学家和宇航工程
师提供在太空上的实验等。

实际上，中国早就
向世界表明自己未来建
成的空间站具有鲜明的
国际性，中国载人航天
总工程师周建平
日前就曾表示，
在未来空间站阶
段，中国愿意为

全世界致力于和平利用外空的国家和地区提供
开展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的机会，国外航
天员将有望登上中国的空间站。“%" 年之后，
一个开放的、充满生机的中国空间实验新平台
将出现在太空，这个空间站将极富中国特色。”
他甚至勾画了中国空间站建成后开展国际合作
的具体形式，他说“我们的空间站可以对接其
他国家研制的或者是我们合作研制的资源舱段，
也可以接纳国外的飞船。国际上的、地区性的
航天员联合飞行也是可以做得到的一件事。”

面对浩瀚的太空，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具备
独立解决全部问题的能力，这也正是各国在太
空领域进行合作的潜力之所在、之所需。国际

航天界有识之士显然也认识到新航
天时代国际合作是发展潮流。美国
航天局局长查尔斯·博尔登表示，太
空竞争时代已过，现在是合作时代。
对与中国开展航天合作，他曾对记

者说：“我非常愿意在任何太空探索中与中
国人合作，我想他们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
民族。他们已经证明，他们能够做到的只有
另外两个国家已经做到的，那就是将人类
送入太空。我想这一成就不能被忽视。”

联合国外层空间事务司司长马兹兰奥
斯曼高度赞赏中国航天给人类探索太空事
业带来的机遇，她在国际宇航大会上接受
记者采访时表示，国际空间站的寿命可延
续到 ")") 年，而中国的空间站计划于
")")年建成。前者的结束是后者的开始。
届时，中国可以成为国际空间站的合作伙
伴。她认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太空
的进步及所持的开放态度将给南非、巴西
等的发展中国家未来航天事业发展提供重
要机遇。

!里程碑之一

!"#$ 年 % 月 &% 日 &' 时

()分，中国“东方红”一号飞向太

空。这是中国发射的第一颗人造

卫星。

!里程碑之二

!"*+年 * 月，中国返回式

卫星为法国搭载试验装置。这是

中国打入世界航天市场的首次尝试。

!里程碑之三

&,$(年 )$月 )-日，神舟五号载人飞船

搭载一名航天员升空；&$$- 年 )$ 月 )& 日，

神舟六号搭载两名航天员升空。&$$* 年 " 月

&-日神舟七号搭载 (名航天员升空。

!里程碑之四

&$$+年 )$月 &%日，搭载着中国首颗探

月卫星嫦娥一号的长征三号甲运载火箭在西昌

卫星发射中心三号塔架点火成功发射。

!里程碑之五

&$)$ 年 )$ 月 ) 日，嫦娥一号卫星的姐

妹星嫦娥二号，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

空，并获得了圆满成功。此次发射目的主要是

为实现下一步的月球软着陆进行部分关键技术

试验，并对嫦娥二号着陆区进行了高精度成

像。

!里程碑之六

&$)) 年 " 月 &" 日，中国第一个目标飞

行器和空间实验室天宫一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

心发射升空，飞行器全长 )$.%

米，最大直径 (.(-米，由实验

舱和资源舱构成。

&$)) 年 )) 月 ) 日，神舟

八号由改进型“长征二号”/遥

八火箭顺利发射升空。&$)) 年

)) 月 ( 日凌晨，与天宫一号成

功实施首次交会对接任务。

&$)& 年 0 月 )0 日，神舟九号搭载承担

首次载人交会对接任务的 ( 名航天员进入太

空。0 月 )* 日下午，神舟九号成功与天宫一

号目标飞行器实现自动交会对接。0月 1%日，

顺利完成与天宫一号的手控交会对接，标志着

中国完全掌握了载人交会对接技术。

&$)( 年 0 月 )) 日，神舟十号搭载 ( 位

航天员飞向太空，进行载人天地往返应用性飞

行。在轨飞行 )- 天，并首次开展我国航天员

太空授课活动。

近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数
学科学学院国家数学与交叉科学
中心（合肥）图形与几何计算实
验室的研究组成功实现了“经济
节约型”-2 打印的结构优化设
计与验证。该研究成果发表在计
算机图形学领域顶级期刊《美国
计算机学会图形学汇刊》上。

在国家 !'-项目、中科院“百
人计划”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支
持下，中国科大图形与几何计算
实验室的研究组提出了一种“蒙
皮—框架”轻质结构的多目标优
化方案，即在内部嵌入尽可能简
洁的框架结构来支撑打印物体表
面和承受各个方向的物理受力，
从而大大减少实际打印体积。

据论文作者杨周旺介绍，该
方案能有效降低打印材料成本，
并使打印物体满足所要求的物理
强度、受力稳定性、自平衡性及
可打印性。实际打印实验证明，
该方案对于目前普遍使用的粉末
式 -2 打印机和挤压式 -2 打印
机同样适用；同时，该方法比目
前 -2打印所普遍采取的实心打
印节省约 ').的材料，并缩短了
打印时间，具有更好的成本效
益。该研究还针对目前最为流行
和廉价的熔融沉积式桌面型 -2

打印机，给出了自支撑打印过程
优化算法。 （子 轩）

本报电 据英国《卫报》在
线版 11日消息，英国著名科学家
斯蒂芬·霍金近日表示，他笃信人
的大脑是可以不依附于人体而独
立存在的，而思维就像储存在大
脑中的一段程序，可以被复制。这
种说法为人们死亡后的生存方式
提供了一种可能。但霍金同时指
出，这不代表他相信人在死后还
能有灵魂，至于传统的“来世”的
想法，只能是一个“传说”。

斯蒂芬·霍金被誉为继爱因
斯坦之后最杰出的理论物理学
家，现年 '& 岁高龄。他于日前
出席了一部关于他本人纪录片的
首映仪式。而在影片首映式上，
霍金再次语出惊人：“我认为，人
的思维仿若储存在大脑中的一段
程序，和一台计算机有相似之
处。所以我们可以将大脑复制到
计算机里面，这在理论上是可行
的。它也在某种意义上提供一种
在死亡后的生存方式。”

尽管有人将霍金的言论与
“长生”、“死后重生”等字眼联
系在一起，但霍金表示，他的想
法是现有技术水平所达不到的：
“（复制思维）这一行为已远远超
出我们目前的能力。而我认为，
传统的‘来世’说法只是一个传
说———为那些害怕黑暗的人所准
备的。”

在上周稍早些时候，霍金还
曾表示，倘若病人处在绝症晚期
无法医治，只要保障措施到位，
病人应有权利选择结束自己的生
命。他说，那些正遭受着无法治
愈的疾病所折磨的人，可以按照
自己的意愿选择结束生命，而为
此帮助他们的人亦不应该受到指
责。但这其中必须有一条警戒
线，即这些人是出自本人意愿而
非受到外界压力被迫做出决定，
病人能了解并同意这种行为。“就
如同我这样。”霍金说，“我的一生
都在受‘早死’这个字眼的威胁，
所以我讨厌浪费时间。”

霍金在 1& 岁时被诊断出患
有运动神经元疾病（肌肉萎缩性
侧索硬化症），医生曾预言他最多
只能再活两年到三年的时间，不
想他却创造出了一个生命奇迹。

新太空时代的中国奋斗
本报记者 张保淑

“嫦娥”情牵美丽月宫 “天宫”意指太空家园 “萤火”梦在更远深空

中国航天发展里程碑
珏 晓

中科大优化设计

$%

打印节材
"&'

霍金：
大脑应能体外存活

衡水打造国际学校项目

本报电（记者张保淑）记者
从日前召开的“1)&- 衡水湖国
际商务洽谈会”上获悉，河北衡水
市将依托本地雄厚的教育资源特
别是中学教育资源，在该市滨湖
新城重点发展包括教育培训在内
的 $大产业。根据规划，着力推进
的教育培训产业拟以科技研发、
职业技术教育功能为主，其中建
设总投资 &) 亿元的滨湖新区国
际学校项目是该产业的旗舰。

神九航天乘组

嫦娥三号月球车模型

神九发射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