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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推火箭升空本报记者

姜天骄

中国航天进入发展快车道
本报记者 姜天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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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浩瀚宇宙，发展航天事业，建设航天

强国，是我们不懈追求的航天梦。党的十八大

以来，我国航天事业进入创新发展快车道。从

嫦娥探月到天问探火，从北斗服务全球到空间

站开门纳客，一枚枚火箭拔地而起，一颗颗

“中国星”闪耀苍穹，一系列关键核心技术不

断突破，航天技术更好服务国计民生，中华民

族奔赴星辰大海的步伐更加从容自信。

国家航天局局长张克俭表示，我们要大力

弘扬航天精神，激励航天人踔厉奋发、笃行不

怠，接力航天强国建设的梦想之路，努力做新

时 代 的 追 梦 人 ， 汇 聚 起 实 现 中 国 梦 的 磅 礴

力量。

技术创新持续突破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航天事业坚持创新

驱动发展，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和国家重大战略

需求，以航天重大工程为牵引，进出、探索、

利用和治理空间的能力全面提升。

长征系列运载火箭不断提升发射能力和发

射次数。10 年间，以长征五号、长征七号、长

征八号等为代表的新一代运载火箭成功首飞，

长 征 系 列 运 载 火 箭 发 射 次 数 突 破 400 次 。 其

中，长征三号甲系列火箭完成全部北斗导航发

射卫星的任务，助力北斗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全

面建成；长征五号遥四火箭成功发射“天问一

号”火星探测器，将探测器直接送入地火转移

轨道；长征五号遥五火箭成功发射“嫦娥五

号”月球探测器，首次实现了我国地外天体采

样返回；载人航天工程“三箭客”长征二号

F、 长 征 七 号 、 长 征 五 号 B 运 载 火 箭 相 继 发

射，筑“天和”、运“天舟”、送“神舟”，为

我国空间站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长征十一号

固体运载火箭海上发射日趋成熟，我国火箭海

上发射逐步实现常态化。

中国空间站建造工程全面实施。2022年 6月

5 日，随着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3 名

航天员进入空间站核心舱，中国空间站任务全

面转入建造阶段。自 2020 年以来，载人航天工

程先后成功实施了长征五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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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船，天舟二号、天舟三

号、天舟四号货运飞船共 8 次飞行任务，突破

了快速交会对接和撤离返回、自动任务规划、

复杂构型航天器精密定轨和预报、机械臂遥操

作控制等一系列飞控技术，建成了全国产化稳

定运行的飞行控制系统平台，构建了一整套具

有中国特色的空间站在轨飞控管理体系，掌握

和初步验证了空间站组装建造阶段的核心关键

飞控技术。

“ 未 来 中 国 空 间 站 还 将 开 展 空 间 生 命 科

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技

术、航天医学等一大批科学实验和新技术验

证，有望在科学探索和应用研究上取得重大成

果和突破。同时，我们相信这些技术会被更多

地进行转化，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和国计民

生。”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主任郝淳说。

探月工程“绕、落、回”圆满收官。嫦娥

二号成功实施图塔蒂斯小行星飞越探测；嫦娥

三号首次实现中国航天器在地外天体软着陆，

玉兔号月球车完成月球表面巡视探测；嫦娥四

号实现人类探测器首次月背软着陆，传回第一

张近距离拍摄的月背影像图；嫦娥五号采样返

回，为后续月球与行星探测奠定了坚实基础。

我国探月工程“绕、落、回”三步走规划顺利

完成，中国探月的脚步还会不断向前。

天问一号迈出我国星际探测的重要一步。

天问一号实现了从地月系到行星际的跨越，在

火星上首次留下中国人的印迹，实现我国航天

事业发展的又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进展。截至

今 年 5 月 1 日 ， 祝 融 号 火 星 车 累 计 行 驶 1921

米，在火星表面工作 342 个火星日。

另外，“慧眼”“悟空”“张衡一号”“天琴

一号”“太极一号”“羲和号”等卫星提供了科

学研究新的手段。目前，我国在轨工作的各类

卫星超过 500 颗，为平安中国、美丽中国、数

字中国建设等发挥重要作用。

成果惠及生产生活

日前，北京市密云区河南寨镇陈各庄村的

小麦试验田迎来丰收。当地运用北斗农机，开

展了精准农业，实现了播种、水肥管理、植保

打药、收获等多环节无人化操作。据悉，基于

北斗的无人驾驶拖拉机直线定位精确度可达

2.5 厘米，可实现根据规划路线自动行驶和掉

头、自主抬升机具、作业监测、轨迹查询、图

像监控等多种功能。

2020 年 7 月 31 日，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

系统正式开通，如今在全球任何一个地方，都

能够获得北斗系统的导航、定位和授时服务；

“高分家族”形成高时间分辨率、高空间分辨

率、高精度观测的天基对地观测能力；通信卫

星累计为国内 1.4 亿户家庭提供直播卫星电视

服务，风云卫星提供天气预报精准服务⋯⋯航

天技术成果推动了智慧城市、太空育种等新业

态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不断加强航天技术

成果转化和应用，航天技术更好地服务国家、

造福社会、惠及民生，目前已有超过 2000 项航

天技术成果实现移植深耕。以航天育种为例，

目前，通过航天育种培育的小麦、水稻、玉

米、南瓜、大豆、棉花和番茄、辣椒等园艺作

物新品种累计种植推广面积超过 240 万公顷，

不少太空种子结出了果实，已经送到普通百姓

的餐桌上。据初步估算，目前已经产生直接经

济效益超过 2000 亿元，不仅推动了农作物改

良，也被广泛应用在食品加工、菌种制备、生

物制药等方面，产生了突出经济效益，也为粮

食安全和生态环境建设作出了贡献。

航天科工二院 25 所先进通信技术研究室主

任杨健指着一款名为“二维相控阵用户站”的

创新产品告诉记者，别看这个小东西不起眼，

看上去仅有笔记本电脑大小，没有机械部件。

但它是优化通信信号的利器，容易携带，适用

于航空、航海、汽车等多种场景。这款产品安

装在高铁上后，作为天基宽带互联网系统的重

要一环，能建立起用户与卫星间的数据传输链

路，微信发不出去、电话接不进来等问题都能

迎刃而解。

卫星技术深入改变生产生活。天更蓝、地

更绿、水更清，今天的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高

分辨率对地观测卫星的功劳。如今，高分卫星

的高分辨率图像产品已经广泛应用于生态环境

监测、国土资源监测、减灾救灾等多个行业，

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区域经济

发展等提供了有力的空间信息支持。

携手合作共同发展

今天，镶嵌在联合国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国

际委员会 LOGO 上的四颗卫星中，有一颗就代

表着中国北斗。北斗系统已在全球超过一半的

国家和地区得到应用，向亿级以上用户提供服

务，基于北斗的土地确权、精准农业、数字施

工、防灾减灾、智慧港口等各种解决方案在东

盟、南亚、东欧、西亚、非洲等区域的众多国

家得到应用。北斗国际合作通过测试评估、技

术研发、应用示范、教育培训等多种方式，与

合作国加强卫星导航领域的技术合作交流，惠

及民生福祉、服务社会发展，实现共同进步。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航天事业秉持平等

互利、和平利用、包容发展的原则，以“发展

航天事业、建设航天强国”为宗旨，与国际同

行一道，扎实推进航天国际合作各项工作。落

实联合国 2030 可持续发展议程，新签署约 50

项合作协定或谅解备忘录；发起国际月球科研

站计划；与 45 个国家、空间机构和国际组织签

署 86 项空间合作文件；与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

在载人航天、探月工程、首次火星探测任务中

深化合作，北斗标准进入民航、海事等多个国

际组织标准体系，持续拓展空间科学、空间技

术、空间应用等领域国际合作；组织举办大型

国际活动，通过设立“中国航天日”等方式助

力国家政治外交等，彰显了我国与国际社会

“共商、共建、共享”的发展理念。

“2022 年中国航天蓝图已绘，风正帆满再

次踏上新征程，我们将秉承平等互利、和平利

用、包容发展宗旨，坚持和平、合作的理念，

为探索宇宙奥秘、增进民生福祉、服务人类文

明进步作出更大贡献，携手构建外空领域人类

命运共同体。”张克俭说。

立足未来国际航天发展

趋势，为保持航天运输系统

先进水平，我国规划了新一

代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型谱。

2016 年 起 ， 由 航 天 科 技 集

团一院抓总研制的新一代运

载火箭逐一亮相，与现役运

载火箭相比，新一代运载火

箭 的 推 出 是 又 一 次 技 术 跨

越，不仅因为它采用无毒、

无污染的推进剂，运载能力

成倍增长，而且在研制加工

阶 段 采 用 了 全 数 字 化 的 理

念，对研制生产的各个环节

进行了优化，令我国进入空

间能力大幅提高。

长征七号运载火箭是我

国第一枚全“数字化”设计

的火箭。设计过程中，大到

火 箭 总 体 ， 小 到 细 微 的 零

件，都可以显示在电脑屏幕

上。“数字化”模型对于产

品的描绘十分精准，可谓所

见即所得，设计人员一点鼠

标，产品就能旋转、变化，

就像看到真的产品一样。而

在以前，这些产品都要画在

图纸上，而且还要从各个方

向分别画出产品里里外外的

样子，既不方便修改，也不方便出图和后

续的生产。

在应用了“数字化”三维协同设计平

台后，操作员轻轻一点，电脑中庞大的产

品模型就会化作一串数据，飞

向上级单位、生产方以及其他

产品设计单位。这样，研制火

箭的各单位都可以互联互通。

信息一通，设计冲突也就很快

解决了。

以前，设计初步完成后，

必须要直接造出“真家伙”进

行总装，在这一阶段可能会发

现 50 个至 100 个设计问题，问

题严重时，零件必须返工，总

装周期长达 5 个月。现在，全

“数字化”设计的长征七号运

载火箭通过在电脑上模拟装

配，可以让设计问题早发现、

早解决，1 个月至 2 个月就能

总装出一枚火箭。

火箭装配是发射场操作流

程中的重要一环，以往采取纸

质表格进行确认，负责人确认

之前需要查阅岗位作业指导

书，并询问相应岗位的操作人

员。发射场流程精细化后，零

件的外貌、尺寸都有清晰的照

片和标注，一个 Pad 就能指导

所有操作，既提高了工作效

率，也保证了总装质量。

航天科技集团一院有关负

责人介绍，他们还开展了人机

工程的装配仿真，也就是把总装工厂的工

人师傅和他们的工作动作也搬进了电脑

里，和虚拟的火箭一起合练，既提升了

工人能力，又提高了装配成功率。

图③ 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天津基地内，天和核心舱在进行热试验前吊装。

（新华社发）

图① 日前，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新华社记者 才 扬摄

图② 山东青岛鸿运农机合作社的马铃薯播种机在作业。该设备由安装了北斗导

航的智能拖拉机牵引。 新华社记者 李紫恒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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