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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站进入运营阶段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相关负
责人近日表示，2023 年，该集团计划安
排 50余次宇航发射任务。此外，中国航
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和中科宇航、星河
动力等航天企业计划安排 10 余次发射。
这意味着 2023年中国航天发射次数有望
保持“60+”的高位。

2022 年，中国载人航天共实施了 6
次发射任务，长征二号 F、长征五号 B、
长征七号三型运载火箭接力亮相，分别
执行载人飞船、空间站舱段、货运飞船
发射任务。从天舟四号、天舟五号两艘
货运飞船，到问天和梦天两个实验舱，
再到神舟十四号、神舟十五号两艘载人
飞船，空间站“T”字基本构型在轨组装
完成，中国空间站全面建成。

建造空间站、建成国家太空实验室，
是中国航天事业的重要里程碑，承载着中
国人奔赴星辰大海的航天强国之梦。随着
国家太空实验室搭建完成，中国空间科学
研究和宇宙空间探索将进入崭新阶段。据
了解，随着空间站转入常态化运营模式，
长征二号 F、长征七号运载火箭将继续开
展空间站运营阶段发射任务。

目前，已有多个国家提出选派航天
员参与中国空间站飞行任务的需求，中
方正在开展对接协调，并积极进行国外
航天员培训的相关准备工作。目前，中
方与联合国外空司、欧洲空间局共同遴
选的多个空间科学应用项目正在按计划
实施，相关载荷将于 2023年开始陆续进
入中国空间站开展实验。

研制嫦娥七号、天问二号

嫦娥逐月、天问探火将开启新篇
章。2023 年，中国将全面推进探月工程

四期和行星探测工程，开展嫦娥七号、
天问二号等型号研制工作。

2019年1月3日，中国探月工程四期
的首次任务——嫦娥四号探测器在月球
背面顺利着陆，人类历史上首次实现月
球背面软着陆和巡视勘察。如今，嫦娥
四号落月已 4 年有余，玉兔二号月球车
在月背行驶 1455米，工况正常。嫦娥五
号任务带回的 1731克月壤样品产出诸多
成果，近百个科研团队的研究成果陆续
发布，不断深化着人类对月球的认知。

预计 2025 年前后，嫦娥六号任务将
实施并为人类取回月球背面的第一批月
壤。即将开展研制的嫦娥七号，则计划在
月球南极着陆，主要开展飞跃探测——
到月球南极的阴影坑里现场勘查，在月
球上寻找水的踪迹。

2021 年 5 月，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
务天问一号探测器在火星成功着陆，
首次在火星留下中国印记。一年多的
时间里，天问一号的一举一动备受世
界关注。2022 年 9 月举行的第 73 届国
际宇航大会上，中国天问一号火星探
测团队获得了国际宇航联合会年度最
高奖——“世界航天奖”。而在科研成
果方面，中国科学家利用祝融号火星
车获取的数据，在地质年代较年轻的
着陆区发现了水活动迹象，表明火星
该区域可能含有大量以含水矿物形式
存在的可利用水。

按照规划，中国将继续实施行星探
测工程，发射小行星探测器、完成近地
小行星采样，完成火星采样返回等关键
技术攻关。今年，天问二号研制工作的
推进，将让中国的行星探测走得更远、
更稳。

长征六号丙火箭将首飞

长征八号遥二运载火箭搭载 22颗卫

星，实现“一箭多星”的新纪录；首型
固体捆绑中型运载火箭长征六号改首
飞；长征二号 F 运载火箭成功发射一型
可重复使用的试验航天器……2022 年，
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发射 53次，刷新了成
功发射的“连胜”纪录。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新一代运载火
箭全面进入应用性发射阶段，其发射比
例也在逐年上升。2022 年，新一代运载
火箭全年发射占比约为27%。

2023 年，长征六号运载火箭的改进
型——长征六号丙运载火箭将进行首

飞。据介绍，长征六号运载火箭是三级
液体运载火箭，动力系统采用液氧煤油
发动机，具有无毒无污染、发射准备时
间短等特点，主要用于满足微小卫星发
射需求。长征六号的研制成功，填补了
中国无毒无污染运载火箭空白。

今年，中国民营商业航天有望延续良
好的发展势头。近日，谷神星一号遥五运
载火箭将搭载的 5 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
轨道，民营火箭型号的规模化商业发射交
付取得新进展。今年，“谷神星”系列运载
火箭计划完成8—10次发射交付。

发射次数“60+”揽月探火开新篇

中国航天 新年新飞跃
本报记者 刘 峣

1月9日6时，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实践二十三号卫星发
射升空。2023年中国航天发射取得开门红。

空间站全面建成，揽月、探火、逐日成果频出……过去的一年，中国航天全年发射次数
突破60次，创造了发射次数的新纪录。

2023年，中国航天依旧精彩。在继续保持高密度发射频次的同时，新的运载火箭、新的发射
任务将进一步深化人类对宇宙的认知，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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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发

近日，天津大学国
际教育学院的留学生为
参加“校园春晚”加紧
排练文艺节目。他们身穿
汉服演唱中文歌曲，排练
传统古典舞蹈等节目，感
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图为留学生进行中
文合唱的彩排。

新华社记者
李 然摄

穿上汉服

迎 春 节

浙江省建德市梅城镇千鹤村近年来积极推进“庭院+产
业+旅游”模式，引导村民利用空闲庭院资源开展田间劳作
实践体验等，改善人居环境，拓宽致富门路。

图为当地志愿者指导学生学习播种，在田间开展劳动
教育。 陈慕远摄（人民视觉）

寓教于“农”寓教于寓教于““农农””

2023 年美国拉斯维加斯消费电子
展 （CES） 日前举行。作为全球最大
的消费技术产业盛会之一，CES 被视
为国际消费电子领域的“风向标”。数
百家中国企业展示了在屏幕显示、智
能家居、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领域
的诸多创新技术和产品，彰显“中国
智造”的创新实力。

受疫情和全球经济形势影响，参
展的中国企业数量和展位面积较疫情
前有所下降，但 TCL、海信、联想等
知名中国企业依然以强大阵容亮相，
一些中国初创企业携不同领域的创新
产品参会，吸引众多展商和媒体关注。

人 工 智 能 一 直 是 CES 上 一 大 热
点。今年展会上，中国企业携各行业
的人工智能新产品、新应用亮相，包
括机器人、智能厨具、智能语音鼠
标、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眼镜等，成
为展会的一大看点，吸引受众关注和
认可。

中国科技企业宇树科技展示的仿
真“机器狗”，配置了智能伴随系统和
超感知系统，既能作为仿真“宠物”
陪伴儿童，也可用于儿童机器人启蒙
教育和编程教育。

“中国的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广泛，市
场潜力很大，这些优势推动中国人工智
能技术不断升级。希望有机会与更多中
国同行交流。”美国科技初创企业 Ot-
tonomy首席执行官利图卡·维贾伊说。

清洁能源产品和应用也是本届展
会的热点之一，中国企业展示的太阳
能发电产品和应用场景吸引众多目光。

总部位于深圳的华宝新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旗下光充户外电源品牌 Jack-
ery电小二展示了最新光充户外电源产
品及磁吸可折叠太阳能电池板，在光电
转化、安全性能和智能互联等方面取得
突破。据厂家介绍，其光充户外电源可
在 4小时内完成太阳能充电，足够为长
达 5天的户外探险或遭遇山火、暴风雪
等自然灾害时的家庭应急用电供电。

（据新华社电 记者谭晶晶 黄
恒 兴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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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在美国拉斯维加斯消费电子展上参观深观众在美国拉斯维加斯消费电子展上参观深
圳道通智能航空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无人机圳道通智能航空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无人机。。

曾曾 慧慧摄摄（（新华社新华社发发））

新的一年，全球太空探索活动丰富多彩，月球探索成为热议话题，各类
深空项目也排上日程，各国竞相推进太空探索的势头仍将延续。

月球探测是重点。俄罗斯计划把“月球25号”探测器送到月球南极勘
察水冰资源并验证软着陆技术。印度“月船3号”探测任务几经推迟后暂定
今年发射，再度尝试将着陆器和月球车送往月球南极。日本企业“白
兔-R”1号任务计划4月在月球表面的阿特拉斯陨石坑进行软着陆。美国航
天局的小型卫星“月球手电筒”也将进入绕月轨道，利用红外激光脉冲从月
球南极永久阴影区的陨石坑内寻找水冰。

深空探索领域，今年一大看点是发射窗口定于4月的欧洲航天局“木星
冰卫星探测器（JUICE）”。该探测器预计2031年飞抵木星附近，届时开始
对木星及其卫星系统的相互关系和复杂性进行深入调查。此外，美国航天局
计划于10月发射名为“灵神星”的航天器，其任务是观测小行星带内一颗
同名的小行星，预计2029年飞抵目标天体附近。

更多太空观测装置今年内也有望部署就位：欧航局的“欧几里德”空间
望远镜旨在通过观测数十亿个遥远星系的分布绘制宇宙“三维地图”，揭示
宇宙为何加速膨胀及暗物质、暗能量等谜题。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的

“X射线成像和光谱任务（XRISM）”将接替发射后不久失联的X射线天文卫星
“瞳”，捕捉来自遥远恒星和星系的X射线辐射。 据新华社电

链 接

2023年 全球太空探索亮点多

据新华社电 （记者张文静、呼涛）
经过长期积累与研究，兰州大学核科学
与技术学院、稀有同位素前沿科学中心
刘志毅教授团队成功研发出高精度宇宙
射线缪子成像技术及相关设备，并首次
对西安城墙等规模较大的文物古迹进行
了健康“体检”。

始建于隋唐、扩建于明代的西安城
墙，是中国现存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宏
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垣建筑。该团
队介绍，历经数百年，西安城墙出现了
部分坍塌、沉陷等现象，一些关键病灶
深藏在墙体内部，对探测和勘探手段提
出了更大挑战。

据介绍，大型目标物的深部成像是
长期以来困扰多个领域的难题。常规的
内部探测方法有时会破坏目标物结构，
不适宜文物古迹的内部探测，因此迫切
需要研发更加安全、环保的创新技术和
设备。兰州大学研发的高精度宇宙射线

缪子成像技术及相关设备则提供了一种
全新的解决思路。

“缪子是自然界的基本粒子之一，具
有极强的穿透能力，可以实现大型目标
物的无接触、深穿透和无损成像，与常
规人工射线装置相比具有不可比拟的优
势。基于缪子成像技术，我们研发出成
套的高精度设备，可以较为精确地对规
模较大的文物古迹进行安全的内部探
测，助力文物古迹的考古与保护。”刘志
毅告诉记者。

该团队表示，在西安城墙管委会的
大力支持下，他们利用缪子成像技术及
相关设备将西安城墙的 58 号马面区域作
为首次试点探测目标，不仅探明了马面
墙内部分区域明显的密度异常体，而且
将其位置、形状、大小较为清晰地呈现
了出来。

记者了解到，该技术还在冰川科考、
滑坡监测等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

新技术助力文物古迹“体检”新技术助力文物古迹“体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