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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 更 多 的 梦 想 变 成 现 实
佘惠敏佘惠敏

人类充满好奇和探索精神。或许，

正是因为这种好奇和探索，成为人类不

断进步的动力和缘由。从陆地到海洋，

从天空到太空，人类足迹所至的世界越

来越广阔，也让越来越多的梦想变成现

实。连神秘莫测、浩渺难言的宇宙，似

乎都已经在慢慢揭下面纱。

这样的探索虽然人们喜闻乐见，却

也一直不乏反对的声音——总有人问，

载人航天，与我有什么关系？花那么多

钱去太空，有什么用？

太空探索与个人无关吗？

太空是继陆地、海洋、天空外，人

类生活的第四空间。航天事业是关系到

未来国家安全和资源储备的战略选择。

有一位美国总统曾经说过，谁能有效利

用太空资源，谁就能获得更多的财富和

安全。且不说微波炉、纸尿裤等生活中

常见的种种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商品都是

太空探索的副产品，认为太空探索与个

人无关的人们，难道真的相信，沙中埋

首的鸵鸟，可以获得真正的安全？

太空探索是否劳民伤财？

其实，只要科学规划，太空探索反

而是一只可以生金蛋的“老母鸡”。

从成本看，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实施

20 周年，累计投入经费 400 多亿元，而

美国航空航天局一年的经费是 180 亿美

元。我国 20 年累计研发的总投入不足美

国航空航天局半年的经费。

从收获看，运载火箭技术、发射场

地系统、回收场地系统、测控系统等，

都是需要极大人力和资金去支持研发的

项目。目前只有美国、俄罗斯、中国能

独立完成这些工作，同时也给这些国家

带来丰厚的回报。载人航天工程实施以

来，我们组织开展了多学科的空间科学

实验和应用研究试验，取得了 900 多项

发明专利，2000 余项技术被应用于国民

经济各个领域。比如材料科学、探测科

学等，都在最近几年有了长足进步；我

们在神九上实现了对航天员远程医疗系

统的研发和应用，这些成果也都可以甚

至已经用于民生。

错过大航海时代，曾经让我们落

后挨打了一百余年。在世界各国都在

发展航天技术的今天，中国不能坐以

待毙，而是应该以更积极的态度去认

识太空。

相比银河系，地球只是一粒小小尘

埃。而相比宇宙，银河系也微不足道。

所以，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

曾错过大航海时代的中国人，不会

再错过大航天时代。

19921992 年年 99 月月 2121 日日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正式立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正式立

项项，，代号为代号为““921921工程工程”。”。

19951995 年年 1010 月月 我国决定从空军飞行员中选拔首我国决定从空军飞行员中选拔首

批预备航天员批预备航天员。。19971997年底年底，，经中央军委批准经中央军委批准，，由由1414名预名预

备航天员组成的世界上第三支航天员大队成立备航天员组成的世界上第三支航天员大队成立。。19981998

年年11月月55日日，，1414人到齐人到齐。。这一天从此成为中国人民解放这一天从此成为中国人民解放

军航天员大队的生日军航天员大队的生日。。

19991999年到年到20022002年年 神舟一号神舟一号、、二号二号、、三号三号、、四号四号

飞船相继发射飞船相继发射，，验证了航天员生命保障相关设备的可验证了航天员生命保障相关设备的可

靠性靠性。。

20032003 年年 1010 月月 1515 日日 我国第一艘载人飞船神舟我国第一艘载人飞船神舟

五号成功发射五号成功发射。。中国首位航天员杨利伟成为太空中第中国首位航天员杨利伟成为太空中第

一位中国访客一位中国访客。。

20052005年年1010月月1212日日 神舟六号成功发射神舟六号成功发射，，进行了进行了

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的首次多人多天飞行试验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的首次多人多天飞行试验，，完成了完成了

我国真正意义上有人参与的空间科学实验我国真正意义上有人参与的空间科学实验。。

20082008 年年 99 月月 2525 日日 神舟七号成功发射神舟七号成功发射。。2727日日，，

中国航天员翟志刚出舱活动中国航天员翟志刚出舱活动。。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

掌握空间出舱活动技术的国家掌握空间出舱活动技术的国家。。

20112011 年年 1111 月月 11 日日 神舟八号发射神舟八号发射。。1111月月33日凌日凌

晨晨，，神舟八号与天宫一号成功实施首次交会对接任务神舟八号与天宫一号成功实施首次交会对接任务。。

20122012年年66月月1616日日 神舟九号飞船发射神舟九号飞船发射。。中国航中国航

天员第一次入住“天宫”。刘洋成为中国第一个飞向太

空的女性。载人交会对接任务完成，实现了我国空间

交会对接技术的又一次重大突破。

2013 年 6 月 11 日 神舟十号升空。这是我国载

人航天工程的首次应用性飞行。神十的15天在轨时间

中，中国航天员再次入住“天宫”，并进行了首次太空授

课，以及首次成功实施航天器绕飞交会试验。

载人航天工程大事记载人航天工程大事记载人航天工程大事记

“神十”完成哪些任务
自动和手动交会对接；中国航

天史上的首次太空授课；航天器绕

飞交会试验

这次在太空飞行 15 天的神舟十号，
作为中国的首次载人天地往返应用性飞
行，到底完成了哪些重要任务呢？让我们
一一细数：

首先，是自动和手动交会对接。在发
射升空两天后，6 月 13 日，神舟十号飞船
与天宫一号成功实现自动交会对接，3 名
航天员进驻天宫一号，并开展多项空间科
学实验和技术试验活动。6 月 23 日，在张
晓光和王亚平的密切配合下，指令长聂海
胜手动控制神舟十号与天宫一号分离并
撤离至天宫一号一定距离处，随后，手动
控制神舟十号飞船再次与天宫一号成功
对接，航天员再次进驻天宫一号。

人们对交会对接这个词并不陌生，神
八神九都试验过这项技术，神十的对接有
什么不同吗？据悉，神舟十号飞船是以不
同于以往的角度与天宫一号交会对接。
澳大利亚太空问题分析家莫里斯·琼斯曾
对此分析说，这次任务“比中国此前进行
的任何任务都要复杂。对于任何一项太
空计划而言，交会对接都是一项危险复杂
的操作，不论此前你多么有经验。通过展
示交会对接技术，以及长时间在太空中生
活的能力，中国正逐步展示其拥有建设空
间站所必需的技术与程序。”

中国航天史上的首次太空授课，则是
最为人关注的神十任务。6 月 20 日上午
10时许开始的太空授课，是由女航天员王
亚平任主讲，聂海胜做助教，张晓光担任
摄像师。330 余名中小学生参加地面课
堂活动，全国 8 万余所中学 6000 余万名
师生同步组织收听收看太空授课活动实
况。航天员通过质量测量、单摆运动、陀
螺运动、水膜和水球等 5 个基础物理实
验，讲解了实验背后的物理原理，并通过
视频通话与地面课堂师生进行互动交流。

在这场 40 分钟的太空授课中，从上
课开始到结束，神舟天宫组合体已经围绕
地球飞行了约半圈，而天宫课堂与地面课
堂的互动全程都极为流畅，这向全世界展
示出中国卫星跟踪与数据中继传输系统
的超强能力。

航天器绕飞交会试验是神十的第 3
个主要任务。6 月 25 日上午，天宫一号
与神舟十号组合体成功分离，神舟十号
飞船从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上方绕飞至
其后方，并完成近距离交会——我国首
次成功实施航天器绕飞交会试验，达到
了预期效果。

这个任务很复杂：首先是天宫一号与
神舟十号组合体顺利分离，神舟十号撤离
至距天宫一号一定距离处。随后，神舟十
号按照预定程序进行变轨控制，从天宫一
号上方绕飞至其后方，期间，在地面科技
人员的精确控制下，神舟十号转为正飞姿
态，天宫一号转为倒飞姿态。此后，地面
控制神舟十号接近天宫一号，顺利完成近
距离交会。

绕飞试验的主要目的是验证航天器
绕飞及多方位交会技术，为后续空间站工
程建设积累经验。

“在任务实施中，从火箭的点火到飞
船的入轨，从飞船与天宫对接到航天员进
驻天宫，从航天员驻留保障到各项试验的
完成，从飞船的绕飞到飞船的返回搜救，
天地之间协同密切、操控精准，特别是 3
名航天员技术娴熟，表现出色，整个过程
实施得非常顺利，堪称完美。”中国载人航
天工程办公室主任王兆耀在评价神十任
务完成情况时表示，“通过 15 天的在轨飞
行，我们进一步考核和巩固了交会对接技
术，验证了航天员在轨驻留保障技术。通
过在轨维修操作、太空授课和飞船绕飞等
一系列空间试验和活动，为后续任务积累
了宝贵经验，应该说取得了丰硕成果。”

空间站何时建成
到 2020 年前后，中国空间站

工程将完成建造

神十是中国的首次载人天地往返应
用性飞行，这意味着长二 F 火箭和神舟飞
船组成的天地往返运输系统已经定型，形
成了应用型的载人天体往返系统。以神
舟十号任务的圆满成功为标志，我国载人
航天事业将进入空间站工程建设的崭新
的发展阶段。此前，中国载人航天的重点
是载人飞船，此后，重点则将转向建造空
间实验室和未来空间站。

神十的回归，还意味着我们将告别中
国第一个太空实验室——天宫一号。自
2011 年 9 月 29 日发射入轨以来，天宫一
号已在轨安全运行 600 余天，分别与神舟
八号、神舟九号、神舟十号成功进行了 4
次自动交会对接和两次手动交会对接，并
接待了神九、神十 2 批共 6 名航天员进驻
开展空间科学实验和技术试验。

天宫一号设计寿命是 2 年，届时，已
经圆满完成历史使命的天宫一号将主动
离轨，陨落在指定海域。

天宫一号陨落后，我国还将发射天宫
二号和天宫三号两个空间实验室，进一步
探索和验证未来空间站所必须掌握的各种
技术。到 2020 年前后，根据载人航天“三
步走”的发展战略，中国空间站工程将完成
建造。

未来的中国空间站将包括一个核心
舱和两个实验舱。先发射核心舱，这里是
空间站的控制系统和供电系统，包括环境
控制、生命保障、数据管理等。然后再相
继发射两个实验舱。这三个舱都是 20 吨
级的舱，我们将在太空近地轨道上对这三
个舱进行对接组装，最后构成一个 T 形、
60吨级的空间站。

“有很多的技术是我们过去从来没有
做过的，现在还不掌握的。”载人航天工程
总设计师周建平表示，空间站是一个很复
杂的航天器，按现在的初步计划，空间站有
三个舱段，要运行十年，技术上的挑战相当
大。

空间站建成后，驻站人员的交替、实
验设备的更换和所需物资包括生活用品
的供给，都将由神舟号系列飞船承担。

由于我国目前的火箭运载能力只有
十吨，现有的神舟飞船每一个约八九吨，
而空间站的三个舱都是 20 吨级，所以未
来空间站的发射，还有待于新一代大载重
火箭的研制成功。因此，在 6 月 26 日的国
新办新闻发布会上，新型运载火箭何时首
飞，就成为记者们关注的问题。

“中国新一代运载火箭系列型谱当中
最具代表性的两个家族成员，一个是长征
五号，是大型运载火箭；一个是长征七号，
中型运载火箭。未来它们将全面承担我国
空间站建设、空间发射的主要任务。”中国
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副总经理袁洁在答记者
问时说，长征五号运载火箭是我国在研的
最大运载能力的运载火箭，将主要用于满
足载人空间站等的发射需求，具备近地轨
道 20 吨以上的运载能力。长征七号运载
火箭将在载人空间站工程中承担货运飞船
的发射任务，具备近地轨道约 13吨的运载
能力。两型运载火箭研制工作进展顺利，
目前处在初样研制阶段，预计在“十二五”
期间实现首飞。

距离 2020 年还有 7 年时间，要建成
我国自己的空间站，可以说时间紧迫、挑
战巨大，中国航天人今后的任务将更加
艰巨、使命也更加光荣。由于以美国为
首的 16 国共同建设的国际空间站将于
2020 年寿命到期，同时俄罗斯也不会再
有财力继续空间站的维护。那时，中国
载人空间站或许会成为浩瀚太空中，独
一无二的那一个。

中国航天走向何方
提高空间探测能力；提高对地

观测能力；提高信息利用能力

勤俭节约、审慎细心、富有创意⋯⋯
在重重技术封锁下，中国的航天事业已
经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
之路。

““比如神八到神十比如神八到神十，，每一次飞船上天每一次飞船上天，，
都要实现两次和天宫一号的对接都要实现两次和天宫一号的对接，，这种模这种模
式是国外非常羡慕的式是国外非常羡慕的。”。”中国空间科学学中国空间科学学
会空间探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焦维新说会空间探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焦维新说，，
这背后蕴含着中国航天人的极大热情与这背后蕴含着中国航天人的极大热情与
努力努力。“。“我们发现我们发现，，神九在进行手动对接神九在进行手动对接
时时，，所消耗的燃料要小于自动对接所消耗的燃料要小于自动对接，，这都这都
得益于操作宇航员刘旺的勤奋得益于操作宇航员刘旺的勤奋。。刘旺为刘旺为
了这一个动作能够准确无误了这一个动作能够准确无误，，已在地球上已在地球上
练习练习、、纠正了纠正了 15001500 余次余次。。操作时往上抬操作时往上抬
多少多少，，往下降多少往下降多少，，都有讲究都有讲究，，一次细小的一次细小的
失误失误，，就会让飞船消耗更多的燃料就会让飞船消耗更多的燃料。”。”

有一年有一年，，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神舟飞船神舟飞船
首任总设计师戚发轫曾问及俄罗斯飞船首任总设计师戚发轫曾问及俄罗斯飞船
的总设计师是否有遗憾的地方的总设计师是否有遗憾的地方。。对方回对方回
答说答说，，直径直径 22..22 米的返回舱虽然返航成功米的返回舱虽然返航成功
率高率高，，但是空间实在太过狭窄但是空间实在太过狭窄，，三个宇航三个宇航
员在一起非常拥挤员在一起非常拥挤，，为此俄罗斯研发出一为此俄罗斯研发出一
个生活舱个生活舱。。戚发轫颇受启发戚发轫颇受启发，，提出了全新提出了全新
的改造方案的改造方案，，那就是建造一个直径那就是建造一个直径 22..55 米米
的轨道舱的轨道舱。“。“这还不够这还不够，，我们一直觉得花了我们一直觉得花了
那么多钱把飞船送上天那么多钱把飞船送上天，，几天后就要把轨几天后就要把轨
道舱废弃掉道舱废弃掉，，实在太过可惜实在太过可惜，，所以我们改所以我们改
造了一些地方造了一些地方，，让它们能够在轨道上继续让它们能够在轨道上继续
工作两年工作两年，，成为空间实验室成为空间实验室。”。”

回望过去回望过去，，成就斐然成就斐然；；展望未来展望未来，，路正路正
漫长漫长。。中国航天未来将走向何方中国航天未来将走向何方？？

在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举行的院士在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举行的院士
报告会上报告会上，，戚发轫曾在以戚发轫曾在以《《航天技术与中航天技术与中
国航天国航天》》为题的演讲中指出为题的演讲中指出，，今后一段时今后一段时
期期，，中国航天将主要致力于在三个方面继中国航天将主要致力于在三个方面继
续提高续提高。“。“一是提高空间探测能力一是提高空间探测能力，，继续实继续实
施载人航天施载人航天、、探月及其他深空探测工程探月及其他深空探测工程，，
进一步加深对太阳系的认识进一步加深对太阳系的认识；；二是提高对二是提高对
地观测能力地观测能力，，比如我国重大科技专项之一比如我国重大科技专项之一
的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的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目前已进入全目前已进入全
面建设阶段面建设阶段，，首颗卫星首颗卫星‘‘高分一号高分一号’’已于今已于今
年年 44 月发射月发射；；三是提高信息利用能力三是提高信息利用能力，，以以
北斗导航系统为代表北斗导航系统为代表，，确保确保 20202020 年按计年按计
划建成北斗卫星全球导航系统划建成北斗卫星全球导航系统。”。”戚发轫戚发轫
谈的是十年左右的近期规划谈的是十年左右的近期规划，，但对于未知但对于未知
空间巨大的航天事业而言空间巨大的航天事业而言，，比建设载人空比建设载人空
间站更为长远的规划或许也该提上议事间站更为长远的规划或许也该提上议事
日程了日程了。。

““我最近在编写一本教材我最近在编写一本教材，，但是发现但是发现
里面很少有内容是出自于中国的科研成里面很少有内容是出自于中国的科研成
果果，，大多是欧洲空间局等提供的最新内大多是欧洲空间局等提供的最新内
容容，，这不由让我忧心这不由让我忧心。”。”焦维新说焦维新说，“，“我们我们
在在 20152015 年才会投入使用年才会投入使用 2525 吨级的运载吨级的运载
火箭火箭，，但目前日本但目前日本、、欧洲空间局都已经超欧洲空间局都已经超
过了这一量级过了这一量级，，而美国正在研制的运载而美国正在研制的运载
火箭火箭，，已高达已高达 130130 吨吨。”。”他认为他认为，，中国仅仅中国仅仅
将目标定于建造空间站并不足够将目标定于建造空间站并不足够，“，“想要想要
保持人才的持续培养以及实现中国人的保持人才的持续培养以及实现中国人的
千年太空梦千年太空梦，，制定一份新的载人航天规制定一份新的载人航天规
划迫在眉睫划迫在眉睫。”。”

飞 天 梦 是 中 国 梦飞 天 梦 是 中 国 梦 ，，航 天 人 是 追 梦航 天 人 是 追 梦
人人。。神舟十号飞行任务的圆满完成神舟十号飞行任务的圆满完成，，是是
一个段落的结束一个段落的结束，，也是另一个段落的开也是另一个段落的开
始始。。它用神奇美妙的太空授课它用神奇美妙的太空授课，，点亮了点亮了
无数少年心中的飞天梦想无数少年心中的飞天梦想。。这些少年这些少年，，
将作为新一代追梦人将作为新一代追梦人，，在浩瀚太空打上在浩瀚太空打上
更多属于中国的印记更多属于中国的印记。。




























追 梦 人 圆 太 空 梦
——记神舟十号圆满完成任务平安返回

本报记者 佘惠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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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草原上绽放出红白相间的伞花内蒙古草原上绽放出红白相间的伞花，，神舟十号返回舱载着神舟十号返回舱载着33名航天员平安到家名航天员平安到家。。这激动人心的一幕这激动人心的一幕，，随着电视直播信号进入千家万户随着电视直播信号进入千家万户，，
让关注我国航天事业的亿万观众欣喜而又自豪让关注我国航天事业的亿万观众欣喜而又自豪。。

在返回地面后接受的第一次采访中在返回地面后接受的第一次采访中，，33位航天员不约而同地提到位航天员不约而同地提到““梦梦””字字————
聂海胜说聂海胜说：“：“回家的感觉真的很好回家的感觉真的很好。。太空是我们的梦太空是我们的梦，，祖国永远是我们的家祖国永远是我们的家，，祝愿我们的祖国更加繁荣昌盛祝愿我们的祖国更加繁荣昌盛，，祝愿我们的人民日子越过越红祝愿我们的人民日子越过越红

火火！”！”
王亚平说王亚平说：“：“这次飞行任务让我圆了两个儿时的梦想这次飞行任务让我圆了两个儿时的梦想,,一个是飞天梦一个是飞天梦,,一个是教师梦一个是教师梦,,而且是在天地间上的课而且是在天地间上的课。。愿全国青少年朋友们都有美好的愿全国青少年朋友们都有美好的

人生梦想人生梦想，，有梦想就能成功有梦想就能成功。”。”
张晓光说张晓光说：“：“我们是追梦的人我们是追梦的人，，也是圆梦的人也是圆梦的人。。昨天我们设计了梦想昨天我们设计了梦想，，今天我们实现梦想今天我们实现梦想，，我们又将在明天追求新的开始我们又将在明天追求新的开始。。我们航天人秉持我们航天人秉持

一个理念一个理念，，不求最好只求更好不求最好只求更好，，航天梦永无止境航天梦永无止境，，我们的奋斗永不止步我们的奋斗永不止步。”。”
航天本来就是一个最需要梦想的事业航天本来就是一个最需要梦想的事业。。正是在伟大梦想的感召下正是在伟大梦想的感召下，，一代又一代航天人努力奋进一代又一代航天人努力奋进，，研制出自主创新的载人航天系统研制出自主创新的载人航天系统，，让浩渺让浩渺

太空迎来一位又一位中国追梦人太空迎来一位又一位中国追梦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