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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对 2018 年中国航天的表现，美国 《麻省理工科技评
论》刊发的一篇文章中写道，2018年10月，中国完成了一件极具历
史性意义的事情，甚至同1970年中国首颗卫星升空媲美。该文所指
的“一件极具历史性意义的事情”就是10月27日朱雀一号运载火箭
的发射。其实，这次发射活动严格来说并不成功。虽然火箭一二级
工作正常，整流罩也成功分离，但是二三级分离后，三级火箭姿态
控制出现故障，火箭未能把卫星送入轨道。为什么这次并不算是成
功的发射引来《麻省理工科技评论》如此高的评价，甚至将其与中
国首颗卫星发射相提并论的高度呢？

背后的原因其实并不复杂。朱雀一号火箭研发者并不是拥有60
多年历史的中国航天国家队，而是成立不到3年的一家小型民营航
天公司，这家名为蓝箭航天的中国民营公司进行的首次尝试标志着
中国以市场为导向的新生航天力量开始登上舞台，展现了不容小视
的实力，由此将可能改变中国航天科技和航天事业演进的路径。值
得称道的是，蓝箭航天的这次发射虽败犹荣。作为成立只有短短 3

年的航天后来者，蓝箭航天的朱雀一号表现可圈可点，成功完成了
第一级、第二级和整流罩的分离，实现了第三级的顺利点火和前期
加速飞行，可以说任务完成了八成，只是在“临门一脚”失利，卫
星未能入轨。

失败并不可怕，成长就会有烦恼和代价。2018年，中国民营航
天已经正式登场，这是近年来一批民营航天公司迅速成长的写照。
除蓝箭航天外，零壹空间、九州云箭、星途探索、翎客航天、九天
微星等纷纷涌现，初步显示出技术实力和市场活力。中国的“太空
探索技术公司”正在攻坚克难中磨砺成长。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2018年的中国航天也见证了属于个
人和群体的成长和进步。11月1日，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响起女性倒
计时的声音，这在中国航天史上还是第一次。23时57分，长征三号
乙运载火箭托举着北斗导航卫星腾空而起。这位新晋级“01号”指
挥员的航天女将就是张润红，通过整整12年的努力奋斗，这位来自
陕西韩城的“80后”姑娘终于圆了自己的“01梦”。

对于中国航天来说，即将过去的2018年无疑将载入史册。随着
长征三号丙运载火箭于12月 25日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
年度发射次数达到创纪录的38次。根据目前透露的航天计划，到
12月31日前，还将实施两次发射任务，这意味着，中国2018年航
天发射将可能井喷至40次，不仅创下中国年度航天发射频次纪录，
而且首次成为全球年度完成航天发射活动次数最多的国家。

空前的发射频次之外，中国航天在2018年里成功实施了一系列
高难度的太空任务。从架设沟通地月通讯的“鹊桥”中继卫星，到
发射即将进行月球背面软着陆的嫦娥四号探测器；从连续发射导航
卫星并组网建成北斗二号基本系统，到中法海洋卫星和海洋二号B
星、构建天基海洋观测监测系统；从对地观测的高分十一号卫星，
到旨在构建天地一体化通讯网络的虹云工程技术验证卫星……中国
航天以堪称惊艳的表现，将2018年演绎为引以为傲的太空中国年，
受到国际媒体和知名太空探索人士的关注和赞誉。

《科学美国人》杂志近日发表标题为《首次登陆月球背面，中国
进入月球未知地带》的文章，解读嫦娥四号任务的重大科学价值，
认为“中国对月球的探索步伐很快，现在又站到获得具有历史意义
新发现的门槛上”。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
在其自媒体上转发了上述观点，同时配发评论称，中国在太空方面
的进步令人惊叹。

月球是我们的近邻。曾几何时，月球探测和登月成为太空探索的热潮，也
成就了人类太空史上一段经典传奇，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人把目光投向宇宙。然
而，自从1972年12月，阿波罗17号登月任务实施后，人类探索月球的步伐逐
渐慢下来。而那里仍然隐藏着大量自然密码等待破解。

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航天科技工作者在探月活动必要性和可行性研究
基础上，开展了相关技术方案研究和卫星关键技术研究。

2004年3月，中国月球探测工程启动并命名为“嫦娥工程”，制定了“三步走”
探月计划。2007年至2013年间，中国成功实施了嫦娥一号、二号、三号任务。

2018年12月8日2时23分，嫦娥四号发射升空，其使命是完成人类首次月球
背面软着陆并开展探测，掀起了年度中国航天的高潮，成为本年度国际航天领域

最具代表性、标志性事件。2018年是史无前例的中国太空年，嫦娥四号探月是中
国太空年里最辉煌的一笔，从这个意义上来说，2018就是中国月球年。

中国月球年的得名还在于嫦娥四号任务的实施分两个阶段，即中继通信卫
星“鹊桥”发射入轨阶段和嫦娥四号发射及其后的运行、落月、探测阶段，时
间周期不仅贯穿2018年5月至12月，而且持续到2019年初。

5月21日，鹊桥中继星从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升空，正式拉开嫦娥四号奔月
任务的序幕。6月14日，“鹊桥”进入环绕距月球约6.5万公里的地月拉格朗日
L2 点的 Halo 使命轨道，为承担嫦娥四号的通信中继使命做好了准备。目前，
嫦娥四号已经进入环月轨道，正在等待在月球背面软着陆的时机。让我们一起
期待它惊鸿一落的精彩瞬间。

2018年是名副其实的中国“北斗”建设高峰年。从1月12日北斗三
号工程第二组卫星发射开始，北斗迎来了空前密集的发射时间窗口。

2月12日、3月30日、7月10日、7月29日、8月25日、9月19日……
长三甲系列运载火箭或者单独飞天或者联手远征一号上面级飞行器，1
年内10送北斗，将18颗北斗导航卫星发射升空并使其精确入轨。其节
奏之快，让人应接不暇；其发射精度和效率，让人赞叹不已。

高密度发射迎来“北斗”里程碑意义的建设成果。随着 11月 19
日，第 42、43 颗北斗导航卫星以“一箭双星”方式成功发射入轨，
中国北斗三号完成了第 18、19颗组网卫星的部署，标志着其基本系
统建设完成。根据计划，北斗三号基本系统 2018 年底正式开通运
行，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提供基本导航服务，迈出从区域
服务走向全球服务的“关键一步”。

为了适应北斗卫星高密度发射挑战，迎接建设高峰的到来，满足

其全球组网的要求，中国运载火箭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付诸极大努
力，全面提高北斗“专列”长三甲系列运载火箭发射任务的成功率和
产品可靠性。

据了解，近几年，该型火箭一共进行了403项技术改进，平均每
枚火箭进行技术改进 28项，其中最高 1枚达 43项。特别值得一提的
是，在北斗卫星发射中，今年实现了“用北斗来发北斗”。具体来
说，开发使用了兼容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三模接收机”，综合利用
3种导航模式，互为补充，各展所长，进一步提高了火箭飞行入轨精
度，提高了效率、节省了燃料。

大幅提升卫星载荷的国产化率是今年发射的北斗三号卫星的显著
特点。据介绍，新一代导航卫星的有效载荷包括原子钟、行波管放大
器、固态放大器、微波开关、大功率隔离器等5大类19项部件，它们
都实现了国产化，做到了自主可控。

太空属于全人类，航天事业是全球共同的事业。中国太空活动是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的鲜明写照，在2018年的航天实践中，中国继续大力贯彻这一理念，彰显负责任航天大国
形象。一方面致力于打造服务于自身和世界的航天公共产品和服务，另一方面积极参与和推
动各类国际航天交流与合作，让自身迅猛发展的航天事业成为人类共同的事业，让2018年成
为中国航天国际友谊年。

友谊体现在真诚开放的合作中。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
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
中国航天的发展历程正是沿着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路径大踏步前进。

在对外开放方面，2018年，中国航天迈出让全世界赞叹的新步伐。维也纳时间5月28日
晚，中国常驻维也纳代表团与联合国外空司在该地共同举办中国空间站国际合作机会公告发
布仪式，向全球发布了一条重磅消息：中国空间站向全世界敞开大门，盛情邀请世界各国积
极参与，联合国所有成员都可利用未来的中国空间站开展舱内外搭载实验等合作。这样的邀
约是国际太空合作历史上的第一次，受到世界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热烈欢迎和积极
响应。4个多月间，就有25个国家的36个合作项目提交申请。

航天合作的友谊在中法海洋卫星项目中体现得淋漓尽致。10月29日，中法海洋卫星在酒
泉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发射。这是两国合作研制的首颗卫星，中方负责
提供卫星平台、海风观测载荷以及发射测控，法方负责提供海浪观测载荷。其获得的探测数
据将由中法两国科学家共享，拓展了两国在航天技术、海洋科学研究、全球气候变化等领域
的合作。同时，该卫星数据还可提供给世界各国科学家、预报员使用，为海上船只航行安
全、全球海洋防灾减灾、全球海洋资源调查提供服务保障。中法海洋卫星不仅是两国友谊不
断深化的象征，而且是联手造福全球的新实践。

月球年——建“鹊桥”嫦娥奔月再出发

北斗年——布卫星 导航全球踏征程

友谊年——促合作 对外开放创境界

成长年——搭舞台 民营航天露锋芒

月球背面图，嫦娥
四号月面探测示意图

中法海洋卫星在轨运行示意图 （本版图片均来自新华社）

西昌卫星发射中心01号指挥员张润红在执行任务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