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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4 月 29 日 11 时 23 分，长征五号 B 遥二

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点火发射，托举

着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升空。

随着天和核心舱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

道，之后太阳能帆板两翼顺利展开且工作正常，发射

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按计划，从昨天首次发射任务开始，到 2022 年，

今明两年，我国将实施11次高密度发射任务，完成中

国空间站建设。

建立空间站，在人类探索宇宙的历程中，是一

种什么样的标志？中国为什么要建立自己的空间

站？

钱江晚报记者独家专访中国空间科学学会、空间

探测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

院教授焦维新，为读者作全面解读。

本报特派记者 章咪佳 陈伟斌 发自海南文昌

为什么中国要自己研发
载人航天，尤其是空间站建设，是一项高投入、高

风险、高技术的系统工程，中国为什么要自己研发？

关于这件事情，经常有中国科学家说，应该给美

国发勋章——在国际空间站项目中，美国当时拒绝中

国加入，也拒绝向中国出口火箭技术。

中国奋起直追至今，成为继俄罗斯、美国之后，世

界上第三个能够独立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

空间站工程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三步走”的第

三步。

1992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正式启动，第一步是

研制载人飞船阶段，实现航天员天地往返等目标；第

二步，空间实验室阶段，掌握出舱、交会对接技术，验

证推进剂在轨补加技术，完成运送货物补给等任务

——

从2003年神舟五号首次将中国航天员送入太空

至今，在前两步中，中国成功研制和发射了 6 艘“神

舟”载人飞船、2座“天宫”空间实验室和1艘“天舟”货

运飞船，已经把11名航天员送上了太空。

这些都为第三步目标任务——建设中国自己的

空间站，打下了坚实基础。

中 国 的 空 间 站 ，将 全 面 展 开 国 际 合 作 。 在

2019 年 6 月，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就与联合

国外空司联合对外公布，来自 17 个国家、23 个实

体的 9 个项目，成功入选中国空间站第一批科学实

验项目。

国际空间站老了
中国空间站来了

“天和”核心舱发射成功

本报记者独家专访北大教授

太空站对探索宇宙意义重大
自从 20 世纪 60 年代，美苏之间的探月竞赛结束

后，当时美国和苏联选择了不同的载人航天探索，美

国选择航天飞机，苏联选择建立空间站。

在美国最大运载量的航天飞机能停留在太空 15

天时，苏联的和平号能够停留太空十几年。当太空实

力作为国家实力的象征之后，人们逐渐开始理性思考

探索宇宙的意义：从科学实验的角度讲，航天飞机远

远不能与空间站相比。

作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航天器，空间站是一

种在近地轨道长时间运行、可满足航天员长期在轨生

活、工作以及地面航天员寻访的载人航天器。

中国空间站将在 2022 年前后建成，在高度 340

至450公里的近地轨道，工作至少10年以上。

虽然空间站所处位置的高度，数字并不惊人，但

是这里已经进入了太空，可以获得微重力环境。

在微重力环境下，可以做许多地面不能做的实

验，而且是非常重要的实验。

“比如流体力学实验。地面上许多物质分布不均

匀的，就像泡冲感冒冲剂，你需要搅拌才能均匀溶解；

但是微重力环境下，物质密度不同引起的沉浮和分层

现象会消失，物质可以很均匀地混合。”

焦维新说，这会对制药实验产生很重要的影响。

不同成分、比重不同的药物原料，在微重力环境下均

匀混合后，性能可能可以大大提高，产生更高的疗

效。”

再比如，原子团由于重力的消失，会获得不同的

运动形态。科学家们可以利用这一变化，在空间实验

室中，进行更加准确的冷原子钟试验。

“原子钟是北斗等卫星定位系统的核心元件，高

精度的原子钟未来有望让卫星定位变得更加准确。”

而且空间站的轨道一般在距离地球 400 公里以

下的高度，一方面没有进入到对人体有害的辐射带，

便于人类长期居住；同时，这个对地观测的距离，作为

俯瞰地球的角度，也比遥感卫星（800公里以上）有更

大的优势——便于人类更有效地掌握全球的各种环

境变化、自然灾害情况。

未来，中国空间站是唯一存在

目前在轨飞行的国际空间站，是一项国际太空合

作计划，从 1998 年开始，由 16 个国家历经 10 年共同

建设，耗资 1500 亿美元。到 2010 年，国际空间站从

最初的 2 个太空舱拓展至 15 个太空舱，进入全面使

用阶段。

但是时至今日，国际空间站老了。它的运行年限

已满，状态不尽如人意。

“今年已是国际空间站工作的第23个年头，超长

的服役期使得空间站的设备性能严重老化，每年高达

50 亿美元的维护成本，依旧无法修补超长服役期带

来的损伤。”

焦维新说，国际空间站的设计寿命最初只有 15

年。在 2015 年时，美国和俄罗斯的航天部门达成一

致意见并签署协议，同意国际空间站的使用寿命由

2020年延长至2024年。

今年4月，俄罗斯副总理尤里·鲍里索夫在接受媒

体采访时表示：“最近关于国际空间站技术故障的消息

越来越多。为了避免在紧急情况下的任何风险，必须

对空间站进行技术考察。”

2024 年国际空间站退役之后，在一段时间内，

中国的地球空间站可能将是太空中唯一的人类空

间站。

中国天宫空间站将由三个部分组成，包括“天和”

核心舱、“问天”及“梦天”两个实验舱。

作为长期有人照料的太空实验室，这里可以支持

开展大规模、多学科交叉的空间科学实验，将搭载安

装包括生物学、材料科学、基础物理、微重力、流体等

类别相关的科学研究实验设施。

同时，中国将部署10余个先进科学实验柜、舱外

载荷安装平台以及共轨飞行的巡天望远镜，提供空间

科学实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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