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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记得太空“老朋友”天宫二号吗？
在太空飞行 1036天之后，天宫二号返回
地球啦！

根据计划安排，天宫二号空间实验
室已完成全部拓展试验，于 2019年 7月
19 日，受控离轨并再入大气层，少量
残骸落入南太平洋预定安全海域。

时光追溯到2016年的中秋之夜，天宫
二号带着中华儿女的期盼踏上逐梦之旅。

在轨飞行的1036个日日夜夜，天宫
二号给我们带来了太多的惊喜与奇迹——

我们记得，2年多前神舟十一号与
天宫二号的浪漫“初吻”，我国航天员景
海鹏、陈冬顺利入驻太空新“家”。此后
30天里，太空新“家”迎来第一批来自地
球的亲人，2位航天员在天宫二号进行
了 30天的太空工作和生活，中国人朝着
建设空间站的梦想又迈进了一步。

我们记得，天宫二号启动了拟南芥
和水稻生长实验，它们顺利开花结果。
这是我国首次在太空完成“从种子到种
子”的空间植物培养实验。

我们还记得，在 2017年 4月 27日这
一天，天舟一号与天宫二号成功完成首
次“太空加油”。这也标志着空间实验室
飞行任务全部完成，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三步走”发展战略第二步全面收官，空
间站时代的大门向中国人豁然打开……

30天中期驻留，再一次

创造我国载人航天新纪录

翻开我国载人航天的壮美画卷，太
多历史性时刻值得国人骄傲。

从“神五”1人 1天、“神六”2人 5天、
“神七”3人 3天、“神九”3人 13天，再到
“神十”3 人 15 天、“天宫二号”2 人 30
天。30天驻留，这是迄今我国载人飞行
时间最长的任务。

从1天到15天，再到30天，这不是简
单的数字增加。30天，是国际上公认的
中期驻留的门槛。用天宫二号空间实验
室总设计师朱枞鹏的话说：“在天宫二号
工作和生活30天，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在 30 天的太空飞行时间里，科研
人员充分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绞尽脑
汁围绕“人”的问题下功夫、做研究。

这关乎中国人究竟能在浩瀚的宇宙
深空中看到多深、行至多远。航天员陈
冬作为亲历者，认为这些实验“非常重要
和必要”。
“这些实验都是为了研究人在失重

环境下身体各功能发生的某些变化，进
而提出有效的预防和保护措施。”陈冬
说，人是载人航天的主体，感谢科研人员
持续关注人的健康问题。

此前，天宫二号系统开展了面向我
国航天员在轨中期驻留载人宜居环境设
计工作，在有限的组合体空间内，集成
了内部装饰、舱内活动空间规划、视觉
环境与照明、废弃物处理、物品管理、
无线视频通话等宜居技术，为航天员提
供舒适人性化的空间家居环境。

把实验室搬到天上，

打造我国第一个真正的空

间实验室

天宫二号遨游太空 1036天，为我国
航天人提供了一个真正的空间实验室。

初步统计，在天宫二号上共进行了
60余项空间科学实验、科学研究和一些
技术试验，并取得了一批丰硕成果。

从来没有哪一次载人航天任务像这
一次一样，航天员直接参与了那么多首
次科研活动——

首次开展了由航天员直接操作的空
间材料制备实验。说起这个实验，不得
不提到太空“八卦炉”——综合材料实验
装置。这套装置只用了电水壶功耗的
1/9 至 1/5，就能实现真空环境下最高
950℃的炉膛温度。航天员在“八卦炉”
里“炼制”半导体光电子材料、金属合金、
纳米及复合材料、晶体材料等多种样品，
通过实验获得优质材料的空间制备技
术，指导地面材料加工工艺的提升。

其中，制备的闪烁晶体可以帮助人类
探索、认识和利用肉眼无法识别的射线、
高能粒子，将其转化为医疗成像领域可识
别、可控制的信号，让肿瘤无所遁形。

首次进行了“从种子到种子”的空间
植物培养实验。电影《火星救援》的一段
情节让人记忆颇深：主人公孤身一人克
服重重困难，通过在火星基地种植土豆
来生存，最终重返地球。“兵马未动，粮草
先行。”人类要实现星际旅行，首要任务
是解决食物自给、氧气和循环水等问题，
打造一个“会飞的农场”。

空间植物培养实验就是为了破解这
个难题。实验证明，光周期对植物开花
的诱导会受到微重力的影响。科研人员
验证了利用植物光周期调控植物营养与
生殖生长的设计思路，为有效利用空间
资源进行最大化的植物生产提供了重要
依据。也就是说，如果航天员想吃的是
植物种子，就让它早点开花；如果想吃的
是植物叶片，就让它晚点开花。

首次开展了人机协同的空间精细操
作机械臂试验。在地球，维修一个东西
并不难。但在太空，航天员身着笨重的
舱外航天服，在一个超低温舱外环境下
做维修试验，难度可想而知。天宫二号
有一个装有灵巧手的机械臂，可以按照
指令做旋转螺丝、拆卸设备等动作，展开
维修任务，维修效率大大提高。这项试
验形成典型人机协同体制，为未来空间
站仿人型机器人研制积累了技术基础。

从来没有哪一次载人航天任务像
这一次一样，开展如此多的新科研
活动——

首次开展了液桥热毛细对流实验。
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但在
太空中，水未必能往低处流。在天宫二
号的液桥热毛细对流实验中，科研人员
利用空间的微重力环境，在太空中“玩”
起了水。液桥热毛细对流实验箱能够在
空间精准控制液桥的高度和注入液体的
体积，让液桥一会“高大上”，一会“土肥
圆”。借此，科学家发现了很多新的科学
现象。

首次进行了推进剂在轨补加试验。
推进剂在轨补加，顾名思义就是给天宫
二号进行“太空加油”。在复杂的太空
环境下，“加油”并不容易实现。不光
要“对得上”，还要能“分得开”。就好
像笔杆和笔帽的关系，笔帽卡得太紧，
有可能拔不下来。万一出现这种状况，
对接机构的分离推杆力能克服故障状态
下的分离力，使航天器正常分离。

实施“太空加油”主要靠压差实现液
体流动加注。科研人员为天宫二号配备
了金属膜盒贮箱，贮箱可以像手风琴风
箱一样推拉往复运动，这样的补加装置
能接受上百次加注。

首次开展了在轨释放伴随卫星并进
行伴随飞行试验。“你在桥上看风景，看风
景的人在楼上看你。”当天宫二号忙着

“看”地球时，还有个“小家伙”在一刻不停
地看着天宫二号。天宫二号任务进一步
验证了小型高功能密度卫星在轨释放、驻
留伴随飞行等技术，对飞行器进行了近距
离成像观测，并开展了微小型部组件空间
试验验证。值得一提的是，这颗小卫星还
充当了“小小摄影师”，拍摄到了天宫二号
与神舟十一号的首张太空合影。

“高冷”处见真实力，高

精尖实验引领前沿科技

在天宫二号上进行的各类科学应用
实验中，空间冷原子钟实验、空地量子密
钥分配实验、“天极”望远镜，可以说是高
精尖的典型代表。

现代科技利用原子超精细结构发
明的原子钟，测量时间的精度误差已经
降到了万亿分之一秒/天。如此高精度
的计时需求，人们不会感觉到。但当计
时器的误差超过十亿分之一秒/天时，
卫星导航定位、船舶远海航行、导弹精
确打击等就会不同程度地偏离目标。
诸如开展深空探测、引力波探测、精细
结构常数测量、广义相对论验证等科学

研究活动，对时间精度要求就更高了。
这次天宫二号上搭载的空间冷原子

钟，达到了 3000万年误差不超过 1秒，将
飞行器自主守时精度提高了 1到 2个数
量级，可谓是在空间运行的精度最高的
一台原子钟。

天宫二号上另一个“高大上”项目是
小型化终端的量子密钥分发实验。

自人类使用语言以来，通过密钥给信
息加密的技术就伴随着人类对通信保密
程度的需求不断发展。1984年，2位外国
科学家提出了基于量子力学测量原理的
“量子密钥分配”协议，从根本上保证了密
钥的安全性。随后经过多年的实验和技
术改进，以“量子密钥分配”为核心的量子
保密通信技术逐渐完成了实用化。

在地面光纤网络建设上，世界第一
条量子保密通信主干线路“京沪干线”已
经建成。为了实现更远距离的量子保密
通信，我们必须借助太空的多个飞行
器。天宫二号上的载荷“量子密钥分配
专项”就是通过在天上发射一个个单光
子，生成“天机不可泄露”的量子密钥。

除了上述实验，天宫二号实验室上
还搭载了一个国际合作项目——“天极”
望远镜。这台专门用于测量伽马暴偏振
的高灵敏度探测器，由多国合作研制。

为了测量伽马射线的偏振，“天极”

望远镜采用了 1600 根塑料闪烁棒组成
一个探测器阵列，像是蜜蜂的复眼。目
前，这只勤劳的“小蜜蜂”已经成功探测
了 55个伽马暴，为国际伽马暴联合探测
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实验过程中，科研团队还“意
外”发现了“天极”望远镜的一个新功
能——探测脉冲星。

虽然脉冲星导航不是其设计目标，
但天宫二号上的“天极”望远镜在国内
首次实现了在轨观测到脉冲星，并成功
地实现了脉冲星导航技术试验，提出了
一个脉冲星导航新方法，相关成果已正
式发表。

天宫二号的落幕，预示着另一名主
角的登场。专家透露，未来中国空间站
建造完成后，将在轨运营 10年以上，应
用载荷可在轨更换，“仅从首次入轨携带
规模看，就比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提升
10倍以上”。

可以想像，那将是更多科学家的梦
想舞台。此时此刻，我们信心满怀——

天宫二号，欢迎回来！
未来空间站，等你启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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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宫二号：我在太空的1036天
■本报记者 张 新 邹维荣 韩阜业

随着天宫二号成功再入大气层，化
身一道闪耀的流星完成最后的谢幕，天
宫二号与太空正式告别。

告别，是为了更好的相逢。
中国空间站，仍然命名为“天宫”。
从 2011 年 9 月 29 日发射的天宫一

号目标飞行器，到 2016年中秋之夜启航
的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再到计划于
2022 年前后建成并投入使用的“天宫”
空间站，在这场追逐太空梦想的接力跑
中，尽管没有终点，但“天宫”这个极具中
国特色的字眼，却是永恒不变的标识。

新的“天宫”块头更大。它包括“天
和”核心舱，“问天”实验舱 I和“梦天”实
验舱 II，采用对称T形构型，空间站本体
设计达60多吨。

目前，核心舱完成了初样阶段综合
测试、真空热试验等大型试验，即将转
入正样阶段。“问天”实验舱和“梦
天”实验舱完成了初样舱体阶段生产，
正在开展总装工作。长征五号B运载火
箭完成了初样阶段研制工作，目前正在
进行飞行产品生产、发动机可靠性增长
试验。航天员系统开展了长期载人飞行
综合模拟验证、出舱活动水下验证等大
型地面试验，第三批预备航天员选拔的
初选工作已完成，舱外航天服正在进行
飞行产品生产……

新的“天宫”朋友更多。它额定乘
员3人，乘员轮换期间短期可达6人，具
备 10多吨载荷设备的安装和支持能力。
在轨运行期间，由神舟载人飞船提供乘
员运输，由天舟货运飞船提供补给支持。

新的“天宫”寿命更长。它设计寿命
不小于 10年，还具有通过维护维修延长
使用寿命的能力，并具备一定扩展能
力。不难想象，设计寿命大大提升的“天
宫”空间站，将有更为充足的“舞台时
间”，去演绎更多精彩的“传奇剧目”。

新的“天宫”还将面向世界，拥抱
全球。2019年 6月 12日，中国载人航天
工程办公室与联合国外空司发布首批中
国空间站应用国际合作项目。来自 17
个国家、23个实体的 9个项目，将围绕
长期太空飞行人类的健康、微重力条件
下流体物理和燃烧规律、宇宙观测、新
型材料等方面开展研究。

天宫二号回来，“接力棒”已送达，剩
下的就看“天宫”空间站的了。
“天宫”，值得期待！

想看航天员寄语“天宫”视频，

您只需扫描版面右上角带有AR标

记的图片，或打开解放军报手机客

户端并点击左上角AR图标，即可

观看。更多精彩请关注“我们的太

空”公众号。

今天，我们
离建空间站有多远

■本报记者 邹维荣 韩阜业 张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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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宫二号，欢迎你回来！作为第

一个进入天宫二号的我，既高兴又留

恋。高兴的是，它圆满并超额完成任

务；留恋的是，它是我国航天员的太空

之“家”。天宫二号返回地球，标志着

我国载人航天工程“三步走”发展战略

第二步全面收官。

上世纪90年代，我国制定了载人

航天“三步走”发展战略：第一步，发射

无人和载人飞船，建成初步配套的试

验性载人飞船工程，开展空间应用实

验。第二步，在第一艘载人飞船发射

成功后，突破载人飞船和空间飞行器

交会对接技术，并利用载人飞船技术

改装、发射空间实验室，解决有一定规

模、短期有人照料的空间应用问题。

第三步，建造空间站，解决有较大规

模、长期有人照料的空间应用问题。

2016年 9月 15日，天宫二号成功

发射入轨。1个多月后，我和陈冬搭乘

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船在酒泉卫星发射

中心发射升空后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经过多次变轨，10月19日，神舟十一号

与天宫二号成功实现自动交会对接，

我和陈冬顺利进入天宫二号。直到11

月18日，神舟十一号与天宫二号解锁

分离，我们在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工

作生活了30天，创造了中国航天员太

空驻留时间的新纪录。

天宫二号作为我国第一个真正意义

上的空间实验室，突破并掌握了中期驻

留载人宜居环境设计技术、推进剂补加、

人机协同在轨维修技术等关键技术，实

现了交会对接、航天员中期驻留、推进剂

补加、组合体控制与管理、航天医学实

验、空间科学与应用，以及空间站技术验

证多任务融合设计与动态规划。我和陈

冬在天宫二号参与了航天医学、空间科

学、人机协同、天地联讲科普、太空养蚕、

太空种植等近40项科学实验。

当前，我国空间站建设任务正在

准备中，一个属于中国人的空间站时

代即将全面到来。我们充满信心！

希望大家继续关注中国载人航

天，欢迎你们加入中国载人航天，共圆

航天梦，共筑中国梦。

谢谢你，天宫二号！

再见，好战友！加油向未来！

天宫二号，我们欢迎你回来

说起天宫，令人向往；住进天宫，

令人幸福；告别天宫，让人伤感。

再见的时候真的有千言万语，但

再见的时候不想说再见。

我想说，有一种幸福叫陪伴。30

天，这是你陪伴我的日子，这30天是我

人生中最愉快、最难忘的一段经历，也

是最为宝贵、最值得珍藏的一段时光。

忘不了你我一起见证真正意义上的空

间实验室的诞生；忘不了你我一起见证

世界航天史上第一堂“天地联讲科普

课”上线播出；忘不了你我一起见证很

多空间科学实验、应用试验和航天医学

实验的成功。回想起来，幸福满满。

我想说，有一种牵挂叫守望。我虽

离开，但心随你在。你与天舟一号货运

飞船成功“牵手”，我为你点赞；你完成

首次“太空加油”，我为你自豪；你完成

“从种子到种子”全过程的空间植物培

养实验，我为你骄傲。1036天的太空

之旅，你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超额完

成任务、超长安全运行，你是好样的！

2016年11月18日，我和景海鹏完

成了使命，你在太空送别我们。如今，

你完成了使命，我们在地球送别你。

上一别，我们向世界宣告，中国航天员

可以在我国自主建造的天宫二号里完

成30天中期驻留。

我想说，有一种梦想叫接力。今

天的离别，是为了明天的更好出发；一

棒的结束，意味着下一棒的开始。中

国航天人就是在这样不断的接力中，

向着更深更远的太空出发。你的使命

虽已结束，但中国载人航天的使命永

远在路上。今天你的坠落，是为了明

天祖国载人航天事业更好的腾飞。星

空浩瀚无比，探索永无止境，中国航天

将迎来新的辉煌。

天宫二号，历史会永远记得你，祖

国会永远记得你，我会永远记得你。

感谢你，我的好兄弟！祝福你，祖国载

人航天事业！

天宫二号，我们不想说再见

中
国
航
天
员

景
海
鹏

中
国
航
天
员

陈

冬

我们的太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