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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征途
从天宫到“天宫”

中国空间站三个“三”
逐梦太空

10月31日，搭载空间站梦天实验舱的长征五号B遥四运载火箭，
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

1992年，“三步走”

今年是中国空间站建造的决战
决胜之年，也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立
项实施30周年。

1992年9月21日，中国载人航天
工程正式立项批准实施，代号“921工
程”。根据规划，工程将按“三步走”
发展战略实施：

第一步，发射载人飞船，建成初
步配套的试验性载人飞船工程，开展
空间应用实验；

第二步，突破航天员出舱活动技
术、空间飞行器的交会对接技术，发
射空间实验室，解决有一定规模的、
短期有人照料的空间应用问题；

第三步，建造空间站，解决有较
大规模的、长期有人照料的空间应用
问题。

工程前期通过实施四次无人飞
行任务，以及神舟五号、神舟六号载
人飞行任务，突破和掌握了载人天地
往返技术，使我国成为第三个具有独
立开展载人航天活动能力的国家，实
现了工程第一步任务目标。通过实
施神舟七号飞行任务，以及天宫一号
与神舟八号、神舟九号、神舟十号交
会对接任务，突破和掌握了航天员出
舱活动技术和空间交会对接技术，建
成我国首个试验性空间实验室，标志
着工程第二步第一阶段任务全面
完成。

2010年，中央批准载人空间站工
程立项，分为空间实验室任务和空间
站任务两个阶段实施。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轨道专家组
专家、副组长，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
院长聘教授王兆魁介绍，载人航天工
程难度非常大。

“这主要体现在载人工程对安全
性要求高，系统又特别庞大，组织协
调任务重。”他说，工程涉及到八大分
系统，“尤其是将航天员送入太空，必
须确保安全，确保各系统的严密配
合，不能有任何问题。”

2022年，
三室两厅的太空“豪宅”

中国空间站又名天宫空间站，以
天和核心舱、问天实验舱、梦天实验
舱三舱为基本构型，设计在轨飞行10
年，具备延寿到15年的能力，可长期
在轨稳定运行。三舱组合体将能够
承载10多吨载荷设备，并同时支持3
至6人驻留。

曾有航天专家比喻，中国空间站
就像一座三室两厅还带储藏间的“豪
宅”。“三室”指天和核心舱以及问天
和梦天实验舱，“两厅”则是指神舟载
人飞船和天舟货运飞船。

自2020年以来，中国载人航天工
程实施了长征五号B运载火箭首飞，
空间站天和核心舱，神舟十二号、神
舟十三号载人飞船，天舟二号、天舟
三号货运飞船共6次飞行任务。

根据任务安排，中国今年5月已发
射天舟四号货运飞船，6月发射了神舟
十四号载人飞船，7月发射了空间站问
天实验舱。梦天实验舱已于10月31
日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成功。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主任
郝淳说，在此之后，还将实施天舟五
号货运飞船和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
发射任务。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空间站建
设过程中，载人航天飞行乘组持续开
展“天宫课堂”等一系列在轨授课活
动。10月12日，“天宫课堂”第三课在
空间站开讲，这是中国航天员首次在
问天实验舱内进行授课。

第三个建造空间站的国家

据外媒报道称，中国是继苏联和
美国后，历史上第三个将航天员送入
太空并建造空间站的国家。

目前，除天宫空间站外，全球正
在服役的空间站只有国际空间
站——— 由美国、俄罗斯、日本、加拿大
和欧洲航天机构合作运营，于1998年
正式建站，2010年完成建造任务转入
全面使用阶段。

我国曾多次表态，希望参与国际
空间站建设，但多次被外方以技术保
密、中国资金短缺等理由拒绝。

2011年，美国立法禁止了美国国
家航空航天局与中国国家航天局进
行任何科学技术交流。

在这种背景下，我国开始了自行
试验研究并开发空间站系统的历程。

经过不懈努力，如今，我国也将
拥有可以长期开展有人参与科学实
验、技术试验和综合开发、利用太空
资源的重要平台。

国际媒体高度关注中国空间站
建设取得的最新进展。BBC以《“天
宫”空间站：中国如何计划成为下一
个太空大国》为题报道称，“中国在太
空领域的影响力正不断扩大”。

《时代周刊》也进行了报道：“中
国正对世界上其他有太空梦想的国
家开放天宫空间站。”

郝淳曾说：“我们愿意把中国空
间站打造成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一个平台，和各个国家的航天
员、航天科技队伍一起，不断探索浩
瀚宇宙，造福人类。”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周
建平表示，中国空间站的神圣使命就
是成为太空中的中国国家实验室，支
持科学家从事前沿科学探索、空间技
术研究和空间资源的开发利用。

“这个平台，将为包括港澳台在
内的中国科学家和其他国家的科学
家提供科研机会，为人类和平开发利
用太空作出贡献。”周建平说。

着眼于空间站的未来建设，我国
第四批预备航天员选拔工作已于近
期启动。未来将选拔出的12至14名
预备航天员，包括航天驾驶员7至8
名，航天飞行工程师和载荷专家5至6
名。未来，他们将作为中国航天员队
伍的新成员，开启探索浩瀚太空、建
设航天强国的新征程。

2019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
室与联合国外空司公布了围绕中国
空间站开展空间科学实验的第一批
项目入选结果，共有来自17个国家、
23个实体的9个项目成功入选。

值得一提的是，就连在2011年亲
手炮制了“沃尔夫条款”、禁止中美航
天领域合作的美国也坐不住了，美国
宇航局NASA局长公开在社交媒体
上请求中国分享包含月壤在内的航
天成果。

随着国际空间站的老化，它即将
面临退役的命运。到2024年（最晚
2030年），国际空间站退役之后，中国
空间站将暂时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
在轨空间站。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空间科学首
席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顾逸东在第
二届全国空间科学大会的报告中指
出，空间站作为我国最重要的综合性
近地空间研究基地，要努力争取在前
沿基础研究领域进入国际前沿，在应
用基础和新技术方面解决国家重大
需求，为经济社会发展加强高质量科
技供给，产生显著效益。

王兆魁说：“航天技术是多学科
汇聚的尖端技术，发展得好就说明国
家实力强。” 本报综合

“梦天”首次验证北斗短报文通信

梦天实验舱10月
31日成功发射。与天和
核心舱、问天实验舱不
同，梦天实验舱上有一
款明星产品北斗短报文
通信子系统，这是该产
品首次在空间站上开展
验证，将为航天员与地
面通信链路再加一道

“放心锁”。
北斗短报文通信子

系统同时具备北斗区域
短报文和全球短报文通
信能力，航天员可利用
手机上的定制APP软
件，随时随地和家人进
行短信或语音交流。

据了解，短报文通
信可以实现在没有通信
信号覆盖的地方，让北
斗用户既能定位又能向
外界发送短报文。

北斗短报文通信子
系统一方面可以在现有
中继弧段外，为空间站
提供关键遥测信息回
传，同时，还能在空间站
现有通信链路均不可用
的极端情况下，为空间
站提供一条独立的通信
链路，用于空间站与地
面间应急信息的传递。

中国空间站安上电动型“自动门”

10月31日，梦天实
验舱在文昌航天发射场
成功发射。梦天实验舱
上配置了一个新型舱
门——— 电动型舱门。它
不仅是中国空间飞行器
历史上的首个“自动
门”，也是世界航天史中
首次在空间站中使用电
驱动自动开关的密封
舱门。

该新型舱门位于梦
天实验舱中的气闸舱
上，学名为电动外舱门，

其开关形式由电动外舱
门的控制器来控制。当
货物进入气闸舱内完成
出舱准备后，电动外舱
门沿舱门轴线旋转约
90度开启，确保货物通
道完全打开，实现货物
的自动出舱；在完成货
物出舱任务之后，电动
外舱门会自动关闭。梦
天实验舱的“自动门”采
用全新的结构和机构设
计，是中国空间站各舱
门中研制难度最大、周

期最长的舱门。不同于
圆形、平面密封结构的
传统舱门，电动外舱门
首次采用方形、曲面密
封结构。“自动门”里配
置了一根特殊的“绳
子”，这根小小的绳子是
一种具有极高强度的非
金属绳，同等重量情况
下，其拉伸强度是普通
钢丝的6倍，是开关舱门
的重要组成部分。

■ 相关新闻

天宫，一个中华民族的古老传说，承载了中华民族关于浩瀚星空
的向往。如今，随着梦天实验舱的加入，中国人建造“太空家园”的梦
想将成为现实。

着眼于空间站的未来建设，我国第四批预备航天员选拔工作已启
动。未来将选拔出的12至14名预备航天员，包括航天驾驶员7至8名，
航天飞行工程师和载荷专家5至6名。未来，他们将作为中国航天员队
伍的新成员，开启探索浩瀚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新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