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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30 年
成就展在国家博物馆正式开展，面向
社会公众全面系统展示中国载人航天
工程30年发展历程和建设成就。

1992 年 9 月 21 日，中国载人航
天工程正式立项实施；2022 年 12 月
31 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年
贺词中向全世界郑重宣布，中国空间
站全面建成。几代中国航天人用了整
整 30 年，完成了“三步走”战略任
务，建成了自主建造、独立运行的

“天宫”空间站，在浩瀚宇宙书写了
用航天梦托举中国梦的壮丽篇章。

跑出航天“加速度”

时光回溯到上世纪 90 年代初，
为抢占战略制高点，世界上主要航天
大国竞相发展载人航天。当时，美俄
等 16 国酝酿联合建造国际空间站，
却没有将中国纳入其中。

1992 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正
式立项实施，决心独立自主建造自己
的空间站。这是一场站在不同起跑线
上的比赛，一切须从零开始。

“三步走”，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的战略路径，也是一份极具中国特
色、彰显中国智慧的蓝图。30 年
来，中国载人航天稳扎稳打、稳中提
速——前 20 年扎实夯基垒石，后 10
年全力加速冲刺。

1992 年 至 2002 年 ， 用 10 年 时
间，中国完成神舟一号到四号4次无
人飞行任务，全面验证了各系统功能
性能、系统间接口协调匹配性，健全
完善了研制试验组织指挥体系和相关
基础条件建设，为执行首次载人飞行
任务奠定了坚实基础。

2003 年到 2012 年，又用将近 10
年时间，先后执行神舟五号、六号、
七号、九号4次载人飞行以及神舟八
号与天宫一号交会对接任务，先后突
破掌握天地往返、空间出舱、交会对
接等关键技术，一举跨越发达国家近
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

2013年神舟十号任务后，经过3
年精心准备，2016年 6月至 2017年 4

月，在不到一年时间里密集执行长征
七号、天宫二号、神舟十一号、天舟
一号4次任务，考核绿色、无毒、低
污染的新型火箭，启用生态、环保、
开放的新发射场，建成中国首个真正
意义上的空间实验室，开展大量空间
科学实验和技术试验，突破掌握航天
员中期驻留、空间站货物运输、推进
剂在轨补加等关键技术，工程“第二
步走”圆满收官。

2020年5月，长征五号B运载火
箭首飞成功，拉开了空间站阶段飞行
任务的序幕。从2021年4月天和核心
舱发射到神舟十四号返回，中国载人
航天在 20 个月内，密集实施 11 次发
射、3次飞船返回、2次舱段转位、7
次航天员出舱，4个飞行乘组12名航
天员接续在轨驻留，航天员乘组首次
完成在轨轮换，突破掌握航天员长期
在轨驻留、空间站组装建造、再生式
环控生保等8项关键技术，如期建成
空间站，在探索浩瀚宇宙的新征程上
跑出中国航天的“加速度”。

突破掌握核心技术

1995 年，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八院对接机构技术负责人张崇峰到
国外研制单位考察。外方专家自豪地
说：“世界上所有的对接机构都是我
们这里生产的”，并直截了当地告诉
张崇峰，对接机构研制难度非常大，
不如直接购买他们的产品。可是在费
用上，对方却开出天文数字，仅设计
专利费就高达1亿美元。张崇峰听了
暗下决心，“一定要研制属于中国人
自己的对接机构”。

实践一再证明，关键核心技术是
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掌握核
心技术才能不被“卡脖子”。

作为系统最复杂、科技最密集、
创新最活跃的科技工程之一，载人航
天涵盖力学、天文学、地球科学、航
天医学、空间科学等众多科学领域，
涉及系统工程、自动控制、计算机、
航天动力、通信、遥感、新能源、新
材料等诸多工程技术，是当之无愧的

国家科技成果的“集大成者”。
神舟飞船首任总设计师戚发轫至

今对载人飞船研制历程记忆犹新。飞
船由13个分系统、涉及300多家协作
单位，船上装有 300 多根电缆、600
多台设备、8万多个接点、10万多个
元器件、50 多万条软件程序，每一
个焊点、每一根导线、每一行语言都
不能错。神舟一号研制过程中，仅一
个火工锁就进行了100多次可靠性试
验，飞船第一次联试用了200多天时
间。因此，被大家誉为“万人会战造
神舟”。

据统计，30 年里，工程全线先
后突破掌握一大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关键核心技术，探索出“三垂一
远”测试发射、“N+1”空间站交会
对接技术验证、一级半构型火箭直接
入轨等创新方案；自主研制出8型飞
行器和3型火箭，货运飞船货重比居
世界第一；创造性设计能够开展拓展
实验的飞船留轨舱，建立完备的陆海
天“三维一体”测控体系；独立自主
研制出“飞天”舱外航天服；攻克再
生式环控生保技术这一世界性难题，
成功实现空间站大气、水等资源循环
再生……航天产业的跨越发展，也辐
射带动了原材料、微电子、机械制
造、化工、冶金、纺织、通信等领域
快速发展，极大促进我国科技水平整
体提升。

培养专业人才队伍

上世纪九十年代，正值市场经济
蓬勃兴起之际，一股“下海”浪潮席
卷全国。航天人才大量流失，很多骨
干企业面临困难，当时甚至出现了

“搞导弹不如卖‘茶叶蛋’”的说
法。有老同志回忆：“当时，如没有
载人航天这根‘好苗子’，就留不住
人才、保不住能力，哪来现在中国航
天雨后春笋、百花齐放的大好局面？”

载人航天工程立项之初，工程有
7大系统，到空间站阶段增加至14大
系统及上百个分系统，参与单位多达
上千家，涉及数十万科研工作者。经

过 30 年来的锤炼，中国航天事业培
养出一支作风过硬、专业扎实、善于
攻关、堪当重任的高素质人才队伍，
推动我国航天科研试验能力整体跃
升，并为后续其他重大航天工程建设
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时至今日，
这份红利依然在发挥着巨大作用。

30 年前，王永志、戚发轫等第
一代创业者在花甲之年扛起重任、奋
斗终身；如今第二代奋斗者在事业滚
滚前进的洪流中磨砺成长，已成为领
军人才；很多 80后、90后甚至 00后
已在各自岗位勇挑重担。在酒泉卫星
发射中心，不少科技工作者是“航二
代”甚至“航三代”，他们生于斯长
于斯，大学毕业后又主动回到东风航
天城，把美好的青春年华奉献给心中
神圣的事业。

2020年5月，长征五号B运载火
箭首飞成功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
公室对外宣布，将在 2022 年前后建
成中国空间站。

消息很快引发关注。在当时尚未
发射一个空间站舱段的情况下，如此
自信地对外宣布“时间表”，似乎不
太符合中国载人航天一贯严谨、留有
余地的宣传风格。

在后来的新闻发布会上，官方一
次性公布全年6次任务计划；在重大
任 务 前 ， 宣 布 发 射 窗 口 精 确 到

“分”；主动邀请境外媒体赴任务现场
深入采访；媒体更加开放、多维、高
清地进行直播，并首次获得天地直播
采访航天员的机会……

新闻报道中的些许变化，让外界
明显感到“中国航天变得越来越开放
自信了”。

中国载人航天之所以“敢说”，
关键在于“能做”，有底气、有实
力、有自信。三十载厚积薄发，牢牢
地掌握自己命运的中国载人航天，必
将行稳致远、未来可期。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进入新时代，中国科技实力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
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的基础日益厚实。科
教观潮版从即日起推出“科技强国·奋斗之路”和“科技强国·名家笔谈”系列报道，聚
焦攀登科技高峰的精彩故事。

开栏的话

中国载人航天中国载人航天3030年年——

逐梦天宫逐梦天宫 探索不止探索不止
邓邓 孟孟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坚持创新在我国
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加快实现高水
平科技自立自强。报告提出，加快建设科技强
国，并强调要加快建设航天强国。这为新时代
以科技自立自强推动航天强国建设指明了前进
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我所在长征二号 F 运载火箭研制团队，30
年间全程参与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三步走”
战略的每一步，执行了从神舟一号至今的所有
神舟飞船和目标飞行器发射任务，自 1999年首
飞迄今，已成功发射 15 艘神舟飞船和 2 个空间
实验室，其中包括 10 次载人发射任务，将 16
名、26 人次航天员安全送入太空。作为我国唯
一一款载人运载火箭，为了保障航天员的生命
安全，必须突破逃逸系统这一载人火箭独有的
核心技术，研制团队在设计之初就深知这项技
术是买不来、要不来的，必须自力更生、自主
创新。

经过 4 年艰苦、细致的筛选、分析，设计
团队设想了 310 种火箭故障模式，并对其中发
生概率最高的 11种故障模式进行了上万次的仿
真试验，最终确定了合理的判据，成功研制出
火箭故障检测处理系统，能够保证从起飞前
900秒到起飞 200秒时间段内，火箭一旦发生故
障能够实施箭上自动逃逸和地面指令逃逸，使
得长征二号 F 火箭的可靠性、安全性指标达到
国际先进水平。

进入新时代，随着载人航天工程任务的不
断深入，进入空间站阶段，长二F火箭采取“发
射 1 发、备份 1 发”即“滚动备份”的发射模
式，以应对快速发射救援飞船接回航天员的需
要，为航天员的生命安全加上“双保险”。可靠
性、安全性提升的工作永无止境，我们持续开
展状态改进，每一次任务都会有新的技术创
新。目前可靠性评估值接近 0.99，成为我国乃
至世界上可靠性最高的火箭。

奋进新征程，自力更生、自主创新是我国
航天事业发展壮大的成功密码。以科技自立自
强推动航天强国建设，既体现了航天事业优良
传统，也是立足我国航天事业发展阶段，在新
的历史起点上全面建设航天强国的必由之路和
内在要求。在后续的工作中，我将和我的团队
一道，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加强创新驱动和融
合发展，把发展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航天科技集团
一院长征二号F运载火箭总设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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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建筑第五工程有限公司在所属建设项目中设立虚拟现
实 （VR） 安全教育体验馆，让工人在VR设备上体验高处坠落、物体打
击、火灾施救等工地安全事件及救援，提高安全意识，确保项目顺利。

图为建筑工人在VR设备上操作。 王彧遥摄

本报电（张伟纳） 近日，北京
科学技术出版社与北京师范大学奥
林匹克花园实验小学联合开展军事
知识科普活动。少儿军事科普作
家、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策划编辑
王懿墨结合由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
物馆审定推荐、北京科学技术出版
社出版的 《陆战利刃·陆军科普绘
本》，为孩子们讲解了相关科普知

识，如单兵信息化终端、歼-20隐
身战斗机、我国首艘电磁弹射航母
福建舰等，让孩子们领略了大国重
器的风采。科普活动后，北京科学
技术出版社还向北京师范大学奥林
匹克花园实验小学捐赠了《中国尖
兵少年，集结！》（全 12 册）、《陆
战利刃·陆军科普绘本》（全 3 册）
等多套丛书。

VR技术助力建筑安全

军事知识科普活动进校园

福建省宁德市蕉
城区积极推行“项目管
家”税收服务机制，落
实各项惠企政策，推动
智能制造产业高质量
发展。

图为蕉城区宁德
思客琦智能装备有限
公司生产车间内，智能
机器人正忙碌生产。
王旺旺摄（人民视觉）

机器人
忙生产

本报电（记者李强） 为期 5 天的杜塞尔
多夫零售业展览会近日在德国落幕，来自全
球 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1850家企业参展。其
中，中国参展企业近 200 家，是仅次于德国的
第二大参展国。作为全球规模最大、历史最悠
久的零售行业设备和技术盛会之一，本届展
会重点聚焦智慧零售这一行业新趋势。

在一家名为“走出去”的初创企业展
台，参观者用手机扫描二维码，商店门会自
动开启。顾客从货架取下商品后，无需任何
扫码或付款流程就能直接出门。“我们的无
人商店没有结账终端，摄像头和传感器会自
动记录取走的商品，并从顾客关联账户扣
款。”工作人员埃里克对记者表示。

在另一家名为“轻松购物者”的展位
前，技术人员向记者展示了多功能智能购物
车。扶手上安装了屏幕终端，顾客登录本人
在线账户，就能看到提前收藏的商品，点击
商品便可显示具体定位，指引顾客顺利找到

货架。随车安装的扫码器，可为顾客直接自
助结账。一台超市购物车，集纳了商品选
购、路径导航、支付结算等多种功能。

即便是生鲜蔬果等未包装产品，数字技
术也能提供更好的支付方式。家乐福专门推
出一项技术，当水果被顾客从货架取下时，
传感器就会将产品的价格识别码传输到附近
电子秤，顾客只需在秤台显示屏上确认购买
即可。这项创新获得了本届展会的最佳技术
解决方案奖。

这些智慧零售案例能够成为现实，都离不
开一种关键设备——电子价签。在中心展区6号
厅，汉朔科技的展位前人头攒动，这家中企的
电子价签出货量居全球前列，包括德国、法
国、荷兰等国的超市都采用其数字化门店解决
方案。汉朔欧洲大区总经理梁亚苑表示：“数字
化门店解决方案可以助推客户实现可持续发展
目标，促使门店提高效率、降低耗材和人工成
本，同时为传统、大型零售商创造全新活力。”

零售业加快数字化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