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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4日是第六个“中国航天日”。 今年的活动主题是“扬帆起航，逐梦九天”。
51年前，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伴随着《东方红》的乐曲，拉

开了中国人探索宇宙、利用太空、造福人类的序幕。以此为标志，国务院同意自2016年起，将每年4月24日
设立为“中国航天日”。

现如今，中国航天已经能完成“一箭20星”这样的高难度动作。“长征”“神舟”“嫦娥”“天宫”等字眼更是
频频出现于公众视野，见证了中国航天一次次的跨越，也不断标注着中国太空探索的新高度。

航天发展带来的成果已经惠及全体国人，气象卫星、广播通信卫星、资源卫星、导航、通讯、远程教育、远
程医疗、航天育种、复合材料……航天带来的便利已经和空气一样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

当前，中国航天事业蓬勃发展，探索浩瀚宇宙的伟大事业更加行稳致远，航天梦想实现的脚步越来越近。

拥抱星辰大海
51载逐 航天

天问一号将于5月下旬择机着陆火星
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于2020年7月23日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升

空，并成功进入预定轨道。长途“跋涉”7个月后，2021年2月10日，天问
一号抵达火星，顺利实施制动点火，进入环火轨道。2月24日，天问一号
第三次运行至近火点时顺利实施第三次近火制动，成功进停泊轨道。此
后将在该停泊轨道上大约运行2.5个月，5月中下旬择机着陆火星。

天和核心舱计划上半年发射
当前，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已全面转入空间站建设任务准备阶段。

2021年春季，我国将首先发射空间站核心舱，随后将发射天舟二号货运
飞船和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完成交会对接和相关在轨关键技术验证。
2月22日，执行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发射任务的长征五号B遥二运载火箭
运抵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之后与天和核心舱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
测试工作，计划上半年发射。

第七次载人飞行任务蓄势待发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官方网站4月15日消息，执行神舟十二号载人

航天飞行任务的载人飞船及长征二号F遥十二运载火箭完成出厂前所
有研制工作，已分批安全运抵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
测试工作。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参试各系统正在有序开展
各项任务准备，执行本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正在进行强化
训练。中国上一次发射神舟载人飞船，还是2016年10月17日的神舟十
一号，是中国第六次载人飞行任务。

航天发射次数有望破40次
2021年，中国航天科技集团计划安排40余次宇航发射任务。如果

加上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和商业航天队伍的宇航任务，2021年我国航天
发射次数有望再创新高。

长征系列新成员登场
2021年，长征系列运载火箭迎来新成员。3月12日1时51分，文昌

航天发射场，我国新一代中型高轨液体运载火箭长征七号A托举试验九
号卫星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取得圆满成功。长七A火箭
成功发射，标志着我国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家族又添新成员。

“捷龙一号”预计7月发射
2021年新老火箭依然颇具看点，被誉为“金牌火箭”的长征三号甲

系列运载火箭拟发射超过10次。除长征系列火箭以外，面向微小卫星
发射需要而研制的商用固体运载火箭“捷龙一号”遥二火箭已准备就绪，
预计7月执行商业发射任务。“捷龙一号”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首型商业
运载火箭，2018年2月正式启动研制工作，2019年8月17日首飞成功，
只用了不到18个月的时间，成为中国航天研制周期最短的火箭之一。

据新华社、央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官方网站等

今年中国航天将有哪些大动作

2021年2月10日，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顺利
实施近火制动，完成火星捕获，正式踏入环火轨
道。5月至6月，天问一号将择机实施火星着陆。

在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中，使用了我国独立
自主研发的多项“黑科技”，其中之一便是应用在
火星车上的热控材料——纳米气凝胶，它将分别

用来应对“极热”和“极寒”两种严酷环境。同
时，纳米气凝胶的超轻特性极大地减小了火星车
的负担，让它跑得更快、更远。

据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光明日
报》、中国青年网等

行星探测梦
天问一号

将实施火星着陆

东方红一号是我国卫星事业发展的开
端。当年的科研人员如何用最简陋的设备实
现中国的第一个太空使命？

东方红一号卫星在重量、信号传输形式
和星上温控系统等技术方面，均超过了当年
苏、美等国首颗卫星的水平。这对于当时没
有计算机，也没有高端制造设备的中国航天
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成就。一本笔记本记
载了当年东方红一号卫星热控系统的诞生过

程。当时的一些密密麻麻的数据和公式，即
便是现在放在计算机里，都要谨慎再谨慎才
不会出错。而东方红一号卫星温控专家侯增
祺老人和老一辈航天人却用笔和算盘从零开
始，一点一点“算”出了东方红一号。没有
计算机，就用算盘；没有条件，就创造条
件。当年东方红一号的温控范围在 5℃到
40℃左右，这个数字即便是放在今天，依旧
能够满足大多数的卫星要求。

卫星飞天梦
东方红一号

小算盘“立功”

2003年10月15日6时23分，航天员杨利伟驾乘
神舟五号飞船，用21小时23分钟环绕地球飞行14
圈、近60万公里，实现了中华民族千年飞天梦想。

杨利伟说，在飞行中，火箭抛掉逃逸塔后，发动
机与箭体产生共振，形成了强烈振动，仿佛“四周都
有大鼓在不停地敲”，在几十秒钟内有“死亡的感

觉”。
记者问：“如果神舟五号再来一遍，还愿意吗？”

“没有问题。”杨利伟说，“就算付出生命，去实
现一个民族的梦想，这是值得的。”

这位中国第一位探索太空的勇士，一谈及载人航
天，眼中尽是光芒。

载人航天梦
杨利伟首问苍穹

2013年12月14日21时12分，嫦娥三号探测器成功
落月，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有能力独立自主实施月球软
着陆的国家。

大约12分钟的落月过程中，嫦娥三号依靠自主控制，
经过了主减速段、快速调整段、接近段、悬停段、避障
段、缓速段等6个阶段，嫦娥三号完美着陆月球虹湾地区。

嫦娥三号探测器，是我国第一个“有腿”的航天器，

也是中国人首次用来尝试地外天体软着陆的航天器。探测
器系统总设计师孙泽州说：“整个软着陆过程全靠探测器自
主完成的。这个过程是我们第一次做，而且风险很大。”

孙泽州表示整个嫦娥三号探测器是一个全新的任务，
要面临新的技术挑战。新研产品占整个产品的比例达到
80%。比如，着陆缓冲机构整个系统设计都是靠自主创新
解决的。

嫦娥探月梦
嫦娥三号首登地外天体

2017年4月22日12时23分，天舟一号与天宫二号顺
利完成自动交会对接，我国自主研制的货运飞船与空间实
验室的首次交会对接取得圆满成功。

未来航天员要在空间站长期工作生活，就必须储备大
量的食物、水、氧气和备份材料，这就需要更大的货运飞
船，一次性把几吨重的货物送上去。天舟一号全长10.6
米，它的个头比天宫二号和神舟飞船都要大，是目前我国

体积最大、重量最重的航天器。
“快递小哥”天舟一号，运货能力世界一流，服务还特别

周到，虽然在太空里我们没法给天舟一号提供一个准确的地
址，但天舟一号依旧能做到“送货到门”。

天舟一号还有一项独特的本领——在轨推进剂补加技
术，也就是俗称的“太空加油”，目前，国际上可以实现在
轨加注应用的只有俄罗斯。

天宫飞吻梦
天舟天宫交会对接

2020年7月31日，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正式开
通，我国成为第三个独立拥有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的国家。

北斗有一项短报文功能的“独门绝技”，好比是导航终
端的短信功能，可让用户主动发送自己的精准位置和信
息。在通信手段有限的无人区或海域上，这门“绝技”尤

其受欢迎。随着北斗系统的建设和完善，其在交通运输、
公共安全等行业和领域的应用已极其广泛。此外，北斗导
航定位服务也广泛进入民生领域。

目前，全球已有120余个国家和地区使用北斗系统，
“中国的北斗”正在成为“世界的北斗”。

北斗导航梦
“中国的北斗”
成为“世界的北斗”

4月24日上午，国家航天局发布我国首辆火星车的名称为
“祝融”。

据透露，5月中下旬，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探测
器的着陆器与“祝融”号火星车即将登陆火星，实施火星表面的着
陆巡视与探测。

祝融是中国上古神话中的火神。火驱散黑暗，带来温暖，火
的应用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引领人类探索、追逐永远的光明。

祝融号火星车重约240公斤，长3.3米、宽3.2米、高1.85米，
火星车上长得像翅膀的是太阳能电池板，帮助火星车长时间执行
任务。祝融号火星车上带有地形和多光谱相机、次表层探测雷
达、磁场探测仪等6台科学载荷，可以全方位了解火星，并将珍贵
的数据和照片回传给大家。 据新华社

中国首辆火星车定名为中国首辆火星车定名为““祝融祝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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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4 日，我
国第一颗人造地球
卫星东方红一号发
射成功，拉开了中
国人探索宇宙奥
秘、和平利用太空、
造福人类的序幕。

1970年

11月26日，中国第
一颗返回式卫星从酒泉
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
空，3天后按预定计划返
回地面。中国成为世界
上第三个掌握从轨道上
回收卫星技术的国家。

1975年

11月20日，中国第一
艘载人航天实验飞船神舟
一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发射升空，完成空间飞行试
验之后，在内蒙古中部地区
成功着陆，中国载人航天工
程首次飞行实验成功。

1999年

10月15日，航
天员杨利伟乘神舟
五号载人飞船，圆
满完成我国首次载
人航天飞行，在太
空飞行14圈，历时
21小时23分。

2003年

9月27日，神舟
七号航天员翟志刚成
功完成了我国历史上
第一次太空行走，标
志着中国成为继美苏
后第三个独立掌握空
间出舱技术的国家。

2008年

6月25日，我国新一代运载火箭长
征七号在文昌航天发射中心首飞成功。

9月15日，“天宫二号”成功发射升
空。天宫二号是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
的太空实验室。

11月3日，我国首枚大型运载火箭
长征五号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升
空。“长征五号”是中国目前运载能力最
大的火箭。

2016年

4月 20
日，“太空
快递员”天
舟一号，发
射升空。

2017年 2019年

嫦娥四号
探测器成功实
现人类首次月
球背面软着陆
探测之旅，开
启了人类月球
探测新篇章。

7月23日，长征五号遥四运载火箭托举着
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探测器，在文
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升空，开启火星探测之旅。

7月31日，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正
式开通。

11月24日，中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用长
征五号遥五运载火箭成功发射探月工程嫦娥五
号探测器，顺利将探测器送入预定轨道，开启我
国首次地外天体采样返回之旅。 据新华社

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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