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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太空是人类共同的事业，中国航
天一如既往地重视并积极推动国际航天合
作，实际上，随着中国航天能力的增强，
特别是运载火箭技术、空间站技术、航天
训练培养技术的发展进步，中国日益成长
为国际航天合作领域的重要参与者和引领
者，身体力行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5 月 28 日，国际航天合作领域迎来历
史性的一刻。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
他国际组织代表团与联合国外层空间事务
办公室在维也纳共同举办中国空间站国际
合作机会公告发布仪式，正式开启中国空
间站国际合作，盛情邀请世界各国积极参
与，利用未来的中国空间站开展舱内外搭
载实验等合作。

仪 式 不 仅 吸 引 了 法 国 、 印 度 、 南
非、尼日利亚、马来西亚等 60 多个国家
常驻维也纳外交使节出席，而且来自俄
罗斯、德国、埃及、中国等近 20 家媒体
进行现场报道。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
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史忠俊强调，这合
作是高度开放的，不设任何门槛，合作
对象既包括政府、国际组织，也包括私
营实体和研究机构，不论其在外空方面
的 发 展 水 平 ， 同 时 ， 合 作 模 式 丰 富 多
样。这是人类太空合作史上的里程碑，
不分国家、民族和种族，为所有有志于

太空探索的人们，提供了携手迈进的机
遇，在当今全球化进程遭遇困难、地球村
面临分裂危险的背景下，此举可谓难能可
贵，受到了普遍欢迎。

航天发射领域的合作是国际航天合作
的传统方式，今年也获得了新的发展。5
月 21 日，举世瞩目的嫦娥四号中继卫星

“鹊桥”发射升空，之后成功入轨。值得
注意的是，随同“鹊桥”一起发射升空的

“龙江二号”微卫星上搭载了来自沙特阿
拉伯的相机载荷。

5 月 28 日，沙特相机首次开机，顺利
实现了对月观测，成功获取了清晰的月球
表面可见光图像，并完成了图像数据的解
译处理，技术指标满足预期。根据中沙此
前签署的协议，双方将共享此载荷数据，
联合进行成果发布。这是中国与“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在航天领域合作取得的又一
成果。

即将于下半年发射的嫦娥四号也将是
一个“国际联合纵队”。它将有多项国际合
作载荷，即荷兰的低频射电探测仪、德国的
月表中子与辐射剂量探测仪和瑞典的中性
原子探测仪。它们将随着中国嫦娥四号完
成人类首次月球背面软着陆壮举，之后将
携手月球探测，为人类认识月球、探索宇宙
奥秘作出贡献。

像很多领域一样，航天发射活动
既有蓄积能量的“小年”，也有迎来爆
发的“大年”。对比既往年度发射状
况，审视中国航天今年年度发射规
划，特别是1月初完美“三连射”先声
夺人的态势，本版在今年1月17日报
道中率先捕捉到中国航天“大年”的
信 息 ， 由 此 提 出 中 国 航 天 “ 超 级
2018”。该说法也被广泛引用，成为描
述本年度中国航天的“特色高频词”。

“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到
今天，半年多时间过去了，中国航天
年度发射规划落实得如何？有哪些精
彩表现？苍茫太空里，中国人又展开
了哪些令人瞩目的探索活动？除了航
天器发射之外，中国又开展了哪些创
新活动？

中国航天事业已有 60 多年发展历程，
对于我们而言，本国航天发射活动早已司
空见惯，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
对于很多国家和民族来说，航天发射、进
入太空还是期待已久的梦想。

有一家名为 《爱航天网》 的网站，以
国家和地区来分类，对有史以来的人类航
天活动进行了全面精准统计，记录下人类
历史上每一次航天发射活动的具体信息。
登陆该网站后，我们不难发现，从国别和
地区来看，有能力开展航天发射活动并开
展了相关实践的国家和地区不过约 10 个。
从按年统计的数据来看，在这约10个国家
和地区中，有一半年平均发射活动不超过
5 次，有些只是在某年有偶尔一两次发射
活动。

中国一直保持较活跃的发射频次，特
别是自2007以来，除了2009年为6次，每
年发射活动均保持在 10 次和 10 次以上。
2011 年、2012 年、2015 年均达到 19 次，
2016年则达到22次之多。

根据2018年航天活动规划，中国将在

本年度进行的航天发射活动次数将大幅跃
升，有望超过35次，创年度发射频次新的
纪录。

今年 1 月 9 日，在太原卫星发射中
心，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发射升空，以一
箭双星方式，成功将高景一号03、04星送
入预定轨道，由此揭开了年度高密度发射
序幕。1月12日、13日、19日、25日，长
征火箭再接连 4 度飞天，形成了中国航天
发射的小高潮，以月度 5 次发射、连战连
捷的辉煌战绩迎来“开门红”，强势开启

“超级2018”。其后几个月，每月保持二三
次发射频度平稳推进。

6 月 27 日，随着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
以一箭双星的方式将新技术试验双星送入
预定轨道，中国航天在 2018 年上半年圆
满完成了 18次宇航发射任务。如果算上 7
月 9 日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发射的巴
基斯坦遥感卫星一号、7月 10日长征三号
甲运载火箭成功发射的第 32 颗北斗导航
卫星，中国航天今年的发射次数已经达到
20次。

民营商业航天的兴起是2018年上半场
中国航天的鲜明特点之一。经过多年技术
积累，中国民营商业航天从之前的小卫星
研制，逐步拓展到运载火箭的设计、研发和
制造，并呈现向全产业链拓展的发展势头。

2月2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中国
首颗地震卫星“张衡一号”搭载长征二号
丁火箭成功发射升空并精确入轨。与此次
发射的主角即大名鼎鼎“张衡一号”相
比，同时搭载升空的“风马牛一号”卫星
无疑是个配角，显得默默无闻，然而，它
作为中国首颗私人卫星，其成功发射入轨
意味着中国商业航天领域的一大突破。该
卫星配备了 4K 高清全景摄像头，可以呈
现 360 度太空高清照片，将用于卫星和手
机互动娱乐方面的探索。

4月5日2时，北京星际荣耀空间科技
有限公司的“首飞箭”——双曲线一号 S
火箭在海南发射升空。该火箭全长 8.4
米，重 4.6 吨，是一级固体亚轨道验证火
箭，最大飞行速度可达每秒1200米，最大
飞行高度约为 108 千米。此次飞行试验实

现了星际荣耀固体火箭发动机的空中试
车，验证了先进固体火箭发动机技术、一
体化结构设计技术、快速测试发射技术、
虚拟试验应用技术等商业航天关键技术，
也有力证明了星际荣耀作为一家中国民营
初创航天企业的研发实力。

5 月 17 日 7 时，“重庆两江之星”号
运载火箭在内蒙古阿拉善盟某基地点火
升空，这是中国民营自研商用亚轨道火
箭的一次重要飞行。“重庆两江之星”号
是北京零壹空间科技有限公司 OS—X 系
列的首型火箭。该公司已自主掌握固体
火箭发动机技术，能够为客户载荷实现
0—20 马赫的飞行速度，同时该火箭可灵
活配置燃气舵、空气舵、姿控动力等多
种控制机构，可以根据用户的需求进行
定制化设计。

如果把成功发射火箭作为民营商业航
天力量成熟的标志，那么2018年的上半年
无疑是中国民营商业航天力量走向成熟的
里程碑。可以预期，从它们之中正在孕育
着极富创新精神的中国版SpaceX公司。

今年年初，一支担负特殊任务的英雄
群体被授予“时代楷模”荣誉称号。这支
矢志献身航天事业，精研苦训掌握飞天技
能的精锐之师，多年来锐意进取，追求卓
越，功勋卓著。他们中11人被党中央、国务
院、中央军委授予“航天英雄”“英雄航天
员”荣誉称号，1 人被授予“八一勋章”。
2017年八一前夕，他们这支队伍被记“一
等功”。这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
队。

进入航天员大队，成为其中光荣的一
员、圆个人的航天报国梦可以说是亿万中
国青年的伟大理想，而今年传递出的信息
使他们看到了实现理想的新契机。

1月 6日和 3月 3日，航天英雄、中国
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副主任杨利伟对外界
表示，中国今年将选拔第三批航天员，此
次选拔在数量、种类、范围上都有所变
化。他表示，与前两次从中国空军最拔尖
的特级、一级飞行员和试飞员中选拔不
同，第三批选拔将会扩大到包括工程师、
载荷专家在内的专业群体，他们将执行对
空间站的建造、维护维修和进行空间站国
家太空实验室的载荷实验等任务。“不单从
空间飞行员当中选拔，还要面向社会的相

关领域进行选拔，比如相关工业部门和科
研院所、大学。不单单选拔男性航天员，还
有女性航天员。”这大大增加了选材覆盖
面，为专业领域的青年精英人才提供了奋
斗蓝天的可能性。

“我们是中国航天员，期待你的加
入，让我们一起探索更深远的太空。”在4
月24日，第三个“中国航天日”上，中国
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发布了第三批航天员
选拔宣传片。在短短 3分钟的视频中，曾
先后圆满完成 6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的中
国航天员们悉数亮相，并在最后发出邀
请，呼吁有志于投身祖国航天事业的青年
朋友加入航天员队伍，问鼎苍穹、矢志报
国。据介绍，第三批预备航天员共计选拔
17人到18人。

中国航天员中心副总设计师黄伟芬
表示，自神舟十一号载人航天任务后，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时代，这
对航天员身心等综合素质和能力提出更
高要求。空间站需要航天员长期在轨驻
留，同时要进行常态化的出舱活动，要
完 成 大 量 的 在 轨 组 装 、 维 护 维 修 的 工
作，同时航天员还要进行大量的各种空间
科学实验和试验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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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两江之星”火箭发射升空示意图 百 度“重庆两江之星”火箭发射升空示意图 百 度

6月19日，在联合国外空会议迎来50周年纪念及联合国外空委第61届会议召开之际，
“中国的航天合作：构建命运共同体和造福全人类”主题宣介会在维也纳联合国办事处举
行。会上，中国国家航天局与联合国外层空间事务办公室签署了关于开展“一带一路”空间
信息走廊合作的意向宣言和中国空间站合作补充协议。图为双方代表合影。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