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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多云到晴。
市区：阴转多云，偏西风转偏南风 2-3级，气温 18～32℃。
更多天气资讯，请关注“漳州气象”官方微信。

专题

据新华社电 综合新华社驻
外记者报道：中国空间站天和核心
舱 29 日由一枚长征五号 B 遥二运
载火箭送入预定轨道，这是中国空
间站建造阶段的首次发射。海外
媒体对此高度评价，认为中国向着
拥有独立自主建造运营的载人空
间站的目标迈出了一大步。

德新社 29 日报道说，在提出
载人航天工程“三步走”战略近 30
年后，中国开始实现拥有自己的太
空“前哨”的梦想。文章援引德国
前宇航员、斯图加特大学空间系统
研究所教授赖因霍尔德·埃瓦尔德
的话说，空间站展示了一个国家空
间技术的广度，中国空间站可以测
试人类在前往月球和火星的路途
上还需要什么技术。

报道还说，如果目前在轨运行
的国际空间站在未来几年内按计
划退役，那么中国可能将在相当一
段时期内成为唯一一个在太空中
运营长期在轨空间站的国家。

德国《世界报》网站刊文说，天

和核心舱是首个发射进入太空的
中国空间站舱段，中国正逐步完成
其空间站战略。从国际上比较来
看，凭借自主载人飞行等实践，中
国早已从航天领域的“新手”晋升
到“大师班”。与国际空间站一样，
科学研究也将是中国空间站计划
的重点。文章还说，中国向国际社
会打开空间技术合作的大门，而美
国从未允许中国人进入国际空间
站。

英国路透社 29 日报道说，中
国正加大发展航天项目的力度，包
括探月工程、发射火星探测器、建
造空间站等。

日本时事社 29 日报道说，当
天的成功发射是中国航天史上首
次发射空间站舱段。中国向着建
造持久载人太空站点的目标迈出
了一大步。中国空间站各组成部
分将分多次发射，在地球上空 400
至 450 公里高度的轨道上组装。
中国政府对与外国研究机构开展
航天科研合作表示欢迎。

海外媒体高度评价天和核心舱成功发射

2021 年 4 月 29 日 11 时 23 分，
中国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在长征五
号 B遥二运载火箭托举下，从我国
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升空并顺利
进入预定轨道。

这是我国载人航天取得的又
一项突破性成就。

天和核心舱发射任务成功，标
志着中国空间站在轨组装建造全
面展开，将为后续关键技术验证和
空间站组装建造顺利实施奠定坚
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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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了当今航天领
域最全面、最复杂、最先进和最综
合的科学技术成果。

梦想有多远，前行的步伐就能
迈多远。

从 1992 年启动载人航天工程
到 1999 年 神 舟 一 号 试 验 飞 船 起
飞，从神舟五号一人一天飞行到神
舟六号两人多天飞行，从神舟七号
太空行走到神舟八号掌握空间交
会对接技术……近30年来，中国载
人航天跨越了一次次重大关口，实
现了一系列从梦想到现实的突破。

中国空间站以天和核心舱、问
天实验舱、梦天实验舱三舱为基本
构型。建成之后，它将是我国长期
在轨稳定运行的国家太空实验室，
彰显出中国人自主发展载人航天
事业的决心和才智，体现出中国在
世界载人航天领域不可或缺的地
位，成为中华民族中国梦航天梦的

重要载体，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
时代特征。

太空建站，对于世界上任何一
个航天大国，都是历史性的一步，
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
集中体现了国家高科技发展水平。

国际空间站是目前在轨运行
最大的空间平台。它的规模大约
有 423 吨，由美国、俄罗斯、加拿
大、日本等 16国联合，先后经历 12
年建造完成。中国空间站在总体
规模上不及国际空间站，但由我国
自主建造，实现了部组件全部国产
化，原材料全部国产化，关键核心
元器件 100%自主可控。

建成中国空间站，是我国从航
天大国迈向航天强国的重要标志，
必将再次激发全国各族人民的自
豪感，助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

太空是人类的共同财富，航天
事业是全人类共同的事业。

中国载人航天始终将和平利
用太空和合作共赢作为发展理念，
以开放的姿态开展国际间的交流
与合作。未来，中国空间站将打造
成为面向国际社会的、开放的科技
合作交流平台，将采用政府间合作、
商业合作等多种模式，在空间站运
营拓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国外航天
员选拔训练及联合飞行、技术成果
转化等领域广泛开展合作，使之成
为造福全人类的太空实验室。

随着空间站技术的进步，中国
必将能通过太空探索，为人类享受
太空文明作出应有的贡献。

（据新华社电）

中国开启建造
空间站的新时代

4月 29日，我国空间站任务首发
飞行器——天和核心舱成功发射，踏
上了探索宇宙的征程。追随着天和
核心舱的步伐，记者走进我国空间站
抓总研制单位——中国航天科技集
团五院，一解心中的诸多疑问。

一问：中国空间站长什
么样？有什么用？

中国空间站以天和核心舱、问天
实验舱、梦天实验舱三舱为基本构
型。其中，核心舱作为空间站组合体
控制和管理主份舱段，具备交会对
接、转位与停泊、乘组长期驻留、航天
员出舱、保障空间科学实验能力；问
天和梦天实验舱均作为支持大规模
舱内外空间科学实验和技术试验载
荷支持舱段，同时问天实验舱还作为
组合体控制和管理备份舱段，具备出
舱活动能力，梦天实验舱具备载荷自
动进出舱能力。

中国空间站三舱飞行器依次发
射成功后，将在轨通过交会对接和转
位，形成“T”构型组合体，长期在轨
运行。组合体在轨运行寿命不小于
10 年，并可通过维修维护延长使用
寿命。

开展空间站工程，将从国家全产
业链角度，极大地引领和带动包括空
间科学、生命科学等多种前沿学科和
原材料、元器件、智能制造等多领域
先进技术发展，发挥着不可替代的
作用。

空 间 站 作 为 长 期 在 轨 运 行 的
“太空母港”，其天然的高真空、微重
力、超洁净环境也可以充分用于开
展各类科学技术研究，推动科学技
术进步。因此，空间站工程将产生
巨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已经成
为衡量一个国家经济、科技和综合
国力的重要标志，受到各航天大国
的高度重视。

二问：中国空间站与国
际空间站有什么不同？

国际空间站是目前在轨运行最
大的空间平台，是一个拥有现代化科
研设备，可开展大规模、多学科基础
和应用科学研究的空间实验室。它
的规模大约有 423 吨，由美国、俄罗
斯、加拿大、日本等 16 国联合，先后
经历 12年建造完成。

中国空间站由一个核心舱和两
个实验舱组成，这主要是在建设思路
上符合中国国情，综合当前需求和耗
费等因素，采用规模适度、留有发展

空间的思路，既满足重大科学研究项
目的需要，又同时具备扩展和支持来
往飞行器对接的能力。

同时，中国空间站在建设过程中
始终追求技术进步，充分采用当代先
进技术建造和运营空间站，全面掌握
大型空间设施的建造和在轨操作能
力；同时注重应用效益，在空间站应
用领域将取得重大创新成果，追求运
营经济性，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此外，中国空间站由我国自主建
造，实现了产品全部国产化，关键核
心元器件自主可控。

三问：中国空间站的工
程目标主要是什么？

中国空间站主要有五大工程目
标：一是建造并运营近地空间站，突
破、掌握和发展大型复杂航天器的在
轨组装与建造、长期安全可靠飞行、
运营管理和维护技术，提升国家航天
技术水平，带动相关领域和行业的科
技进步，增强综合国力。

二是突破、掌握和发展近地空间
长期载人航天飞行技术，解决近地轨
道长期载人航天飞行的主要医学问
题，实现航天员长期在轨健康生活和
有效工作。

三是建成国家太空实验室。发
展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空间科学与
应用能力，开展多领域空间科学实验
和技术试验、空间应用，以及科普教
育，获取具有重大科学价值的研究成
果和重大战略意义的应用成果。

四是开展国际（区域）合作，为人
类和平开发和利用空间资源做出积
极贡献。

五是以在轨服务、地月和深空载
人探测需求为牵引，试验和验证相关
关键技术，为载人航天持续发展积累
技术和经验。

四问：中国空间站任务
分为几个阶段，当前阶段需
要突破哪些关键技术？

中国空间站任务分为关键技术
验证、组装建造和运营三个阶段，目
前正处于关键技术验证阶段。在这
个阶段，将发射天和核心舱和 2 艘载
人飞船、2 艘货运飞船，在轨验证 7
大关键技术：空间站推进剂补加、再
生生保、柔性太阳电池翼和驱动机
构 、大 型 柔 性 组 合体控制、组装建
造、舱外操作、在轨维修，为实施空间
站组装建造和长期运营任务奠定坚
实基础。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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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问中国空间站

报 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