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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太空足迹，正一步步从近地

走向太空深处。

今年,是人类发射第一个地球空间

站 50 周 年 ，国 际 空 间 站 建 成 10 周 年 。

今天,记者就和你聊聊国际空间站的“这

些年、那些事”。

““礼礼炮炮 11 号号””

人类首次实现“飞屋环游梦”

1971年 4月 19日凌晨 3点 40分，“礼

炮 1号”空间站在苏联拜科努尔发射场成

功发射，开启了近地轨道空间站新纪元。

“礼炮 1号”由传送舱、主舱和辅助舱

三个舱室组成，总重约 18.5吨，内部空间

99立方米。它搭载了世界上第一个太空

望远镜及各种实验设备，在 200多千米的

低轨道运行。这是苏联的第一个空间

站，也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空间站。

4天后，苏联发射了“联盟”10号宇宙

飞船，搭载 3 名宇航员前往“礼炮 1 号”。

然而，飞船的对接舱口发生机械故障，对

接后无法进入。6月 6日，苏联派出第二

艘飞船“联盟”11 号，并于 7 日成功对接。

3名宇航员在空间站内总共逗留了 23天，

进行了实时电视转播和一些科学实验。

飞行 175 天后，“礼炮 1 号”于 1971

年 10 月 11 日坠入地球大气层烧毁。整

个任务历经坎坷，最后还付出了 3 名宇

航员返回时牺牲的惨痛代价。

无论如何，“礼炮 1 号”的成功升空

标志着人类进军太空的步伐又进了一

步，也证明了人可以在太空长期生存。

““天空实天空实验室验室””

第一代空间站的太空“初体验”

美国的“天空实验室”是一个多舱

室组合体，主要结构由工作舱、过渡舱、

对接舱、太阳望远镜和“阿波罗”飞船 5

部分组成。

“天空实验室”全长 36 米，最大直径

6.7 米，总重 82 吨，拥有工作容积 316 立

方 米 ，在 离 地 面 430 千 米 的 轨 道 上 运

行。“天空实验室”只有一个对接装置，

属于第一代空间站。

1973 年 5 月 14 日，“天空实验室”成

功发射。10 天后，第一艘“阿波罗”飞船

载着 3 名宇航员与“天空实验室”对接。

此后，美国又派出第二批和第三批宇航

员 进 入 空 间 站 。 3 次 任 务 共 9 名 宇 航

员，总计在空间站生活了 171 天。

1974年2月8日，执行第3次飞行任务

的宇航员着陆，此后“天空实验室”关闭。

1979 年 7 月 11 日，“天空实验室”最

终坠落在澳大利亚西部地区和南印度

洋。至此，它在地球上空运行了 2246天，

绕地球 3.4981万圈，航程达 14亿多公里。

““和和平号平号””

第三代空间站遨游太空十五载

1986 年 2 月 20 日，“和平号”空间站

的“核心舱”在苏联拜科努尔发射场由

“质子”号火箭发射升空。“核心舱”是宇

航员的主要生活区以及与其他核心模块

对接的核心站。

直到 1996 年，“和平号”总计 7 个舱

室才全部完成对接安装 ，前后历时 10

年。“和平号”是人类第一座现代意义上

以舱段模块为基础的大型空间站。

“ 和 平 号 ”总 重 约 137 吨 ，体 积 约

400 立方米。它是第一个长期有人值守

的大型空间站。在其 15 年的运行时间

里，它保持着连续有人值守时间最长的

纪录（3644 天），直到 2010 年 10 月 23 日

才被国际空间站所超越。

“和平号”空间站曾创下多个世界

纪录，无论规模还是任务量，全都远超

以往任何空间站。“和平号”是“礼炮”系

列空间站的技术结晶，是国际空间站发

射前全球最重要的空间站。

国国际空间站际空间站

超期服役的太空“巨无霸”

参与国际空间站计划的共有 16 个

国家或地区组织。巨大的项目标志着，

人类的航天工程正一步步从竞争走向

合作，从单打独斗走向联合作战。

1998 年 11 月 20 日，国际空间站的

第 一 个 组 件 ——“ 曙 光 号 ”顺 利 升 空 。

大约 2 年后，空间站迎接首批宇航员进

驻。2011 年，“发现号”航天飞机为其安

装好最后一个模块，国际空间站的建设

历时 13 年之久。

国际空间站长 109 米，宽 73 米，高

20 米，总质量 420 吨，内部加压空间有

916 立方米，距地表 400 公里左右。

国际空间站可以同时停靠多艘航

天飞机和飞船。目前，国际空间站正处

于老化状态，原定于 2020 年退役，现在

正超期服役。

可 喜 的 是 ，中 国 空 间 站 正 迎 头 赶

上。全世界热爱和平的人们，将一同探

索神奇的宇宙，为全人类文明发展、科

技进步作出更多贡献！

（以上内容根据公开资料整理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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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昌，滨海发射场，长征五号 B

遥二运载火箭的巨大乳白色整流罩上，

鲜艳的五星红旗图案下方，“中国载人航

天”的蓝色标识异常醒目。

这是一枚专门为载人航天空间站

建设而研制的大火箭——万众瞩目中，

4 月 29 日，中国空间站天和核心舱由长

征五号 B 遥二运载火箭托举升空，顺利

入轨。

这一刻，标志着中国载人航天大剧

“第三季”的连台好戏正式登场，中国载

人航天工程正式进入“空间站时间”，中

华民族的飞天梦想从此更近一步。

天路九重，探索太空，中国载人航天

迈向空间站的探索步伐无比坚定。

或许，只有置身历史的长河，才能品

味出这份令世界惊叹的传奇跨越。

既然晚了一步，我们
的脚步只能更快、更强

自 1957 年人类发射第一颗人造地

球卫星至今，仅有苏联和美国独立建造

过载人空间站。目前，仍在运行的国际

空间站则是由多个国家联合参与建造

的项目。

载人航天，是世界上最复杂、最庞大、

最具风险的领域。在世界载人航天发展

过程中，建造近地轨道载人空间站是一个

国家载人航天能力成熟的重要体现。

1961 年 4 月，苏联宇航员乘坐“东方

一号”飞船进行了人类首次太空飞行。

同年 5 月 5 日，美国航天员乘坐“自由 7

号”宇宙飞船，遨游太空 15 分钟，成为人

类历史上第二个太空人。

毛泽东同志曾为之感慨：“我们怎么

能算是强国呢？我们甚至无法把一颗土

豆送上太空。”

1992 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正式立

项，制定了“三步走”战略规划：

——第一步，发射载人飞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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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航天员出舱活动

技术、空间飞行器交会对接技术，发射空

间实验室，解决有一定规模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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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长 期 有 人 照 料 的 空 间 应 用

问题。

这一年，距离苏联的加加林成功进

入太空已经过去了 31 年；这一年，人类

首个可长期居住的空间研究中心——

“和平号”空间站已在太空遨游了 6 年；

这一年，“奋进者号”航天飞机先后进行

两次飞行，把 14 名宇航员送入太空，也

将历史上的航天飞机任务次数刷新到了

50 次。

当年，相对世界航天强国丰富的载

人航天经验，起步较晚的中国载人航天

差距明显。

面对差距，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首任

总设计师王永志说：“如同运动员在起

跑线上晚了一步，我们唯一能做的，就

是以比别人更大的步伐、更快的速度来

追赶。”

分秒必争，中国载人
航天创造中国速度

8 个月，一座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

载人航天发射场在大漠戈壁拔地而起；

300 天，一座现代化的航天飞行控制中

心在北京航天城落成；300 多项技术攻

关，将载人运载火箭的可靠性从 0.91 提

升到 0.97……

这是中国航天人分秒必争创造的中

国速度。

1999 年 11 月 20 日 ，中国第一艘无

人实验飞船神舟一号在酒泉航天发射场

发射升空，成功完成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的首次飞行。

2003 年 10 月 15 日 至 16 日 ，中 国

“太空第一人”杨利伟驾乘神舟五号飞

船成功进入太空，圆了中华民族的千年

飞天梦。

2005 年 10 月 12 日至 16 日，费俊龙、

聂海胜驾乘神舟六号飞船成功进入太

空，实现了载人航天飞行从“一人一天”

到“多人多天”的重大跨越。

2008 年 9 月 25 日至 28 日，航天员翟

志刚、刘伯明、景海鹏驾乘神舟七号飞船

成功进入太空，胜利完成首次太空出舱行

走，让茫茫太空见证了五星红旗的鲜艳。

2011 年 9 月 29 日，中国在酒泉发射

场成功发射首个目标飞行器天宫一号，

成为中国空间站的“起点”。

2012 年 6 月 16 日至 29 日，航天员景

海鹏、刘旺、刘洋驾乘神舟九号飞船成功

进入太空，与天宫一号实现首次手控交

会对接。

2013 年 6 月 11 日至 26 日，航天员聂

海胜、张晓光、王亚平驾乘神舟十号飞船

成功进入太空，圆满完成我国载人航天

首次应用性飞行。

2016 年 10 月 17 日至 11 月 18 日，航

天员景海鹏、陈冬驾乘神舟十一号飞船成

功进入太空，33天太空飞行为后续中国空

间站建造运营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

2017 年 4 月 22 日，我国首艘货运飞

船天舟一号与天宫二号上演了浪漫的

“太空之吻”，27日完成首次“太空加油”，

验证了货物运输和推进剂在轨补加。

2019 年，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在轨

飞行 1036 天后，返回地球。

……

从 1999 年神舟一号飞船发射，至此

次天和核心舱发射任务前夕，过去的 20

多年里，中国载人航天一路追赶，在太空

中留下一串串光辉的中国足迹。

从“一颗土豆也送不
上天”到建设“太空别墅”

历经几代航天人接力奔跑，今天，中

国载人航天终于开始了“新一棒”的加力

起跑。

空间站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建成和运

营我国近地载人空间站，掌握近地空间

长期载人飞行技术，具备长期开展近地

空间有人参与科学实验、技术试验和综

合开发利用太空资源能力。

当“中国空间站时间”正式开启，一

场场更加艰辛的跋涉也由此开始。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副主任

林西强介绍，中国空间站工程将分为关

键技术验证、建造和营运等阶段实施。

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阶段，共安排了 6

次飞行任务。

2020 年 5 月 5 日 ，长 征 五 号 B 运 载

火 箭 首 飞 成 功 ，正 式 拉 开 我 国 载 人 航

天 工 程“ 第 三 步 ”任 务 的 序 幕 ；2021 年

4 月 29 日 ，长 征 五 号 B 遥 二 运 载 火 箭

成功发射质量达 22.5 吨的空间站天和

核心舱；后 续 ，长 征 二 号 F 运 载 火 箭 、

长 征 七 号 运 载 火 箭 还 将 相 继 发 射 空

间 站 的“ 补 给 专 列 ”天 舟 货 运 飞 船 和

“客运专列”神舟载人飞船。

按照规划，中国空间站建成并投入

运营后，将开展较大规模的空间科学实

验与技术试验。

这意味着，在接下来 2 年多时间里，

我国将进入空间站工程的关键实施阶

段，更加密集的载人航天发射任务等着

中国航天人去挑战。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空间站系统总指

挥王翔说：“空间站的建成，将让我国拥

有让人进入太空长期生活的能力，也是

我们由地球走向天空坚实的基础。”

那么，未来的中国空间站到底“长什

么样”？

航天员们曾“戏称”，如果将杨利伟

乘坐的神舟五号返回舱比作太空里的一

居室，将神舟六号返回舱和轨道舱比作

两居室，将天宫一号和同等大小的天宫

二号比作套房，那么未来的空间站就是

中国人的“太空别墅”。

盘点此前的相关信息，这样一份蓝

图隐约可见：

基本构型——空间站基本构型包括

已经发射成功的天和核心舱和两个实验

舱，其中核心舱包括节点舱、生活控制舱

和资源舱 3 部分，具备长期自主飞行能

力，能够支持航天员长期驻留。

运 营 能 力—— 空 间 站 将 在 轨 运 营

10 年以上，额定乘员 3 名，乘组轮换时最

多可达 6 人。根据科学研究和国际合作

需要，空间站可以在现有构成基础上进

一步扩展。

空间应用——空间站的舱内、舱外

均可支持开展空间应用，支持在轨实施

空间天文、空间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微

重力基础物理等多个学科领域的数百项

科学研究与应用项目。

国 际 合 作 —— 中 国 秉 承 开 放 、和

平、共赢的外空国际合作理念。已有来

自瑞士、波兰、意大利、德国等多个国家

的项目，成为中国空间站科学实验入选

项目。

中国空间站的建成和运营，将成为

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一个重要标志。

中国空间站将以建设“国家太空实验室”

为目标，充分利用当代的先进技术，着力

开展科学前沿的创新性实验和应用研

究，持续推动空间科学与技术进步。

可以畅想，在冷寂的太空，中国空间

站将是一个令人神往的“温暖之家”。

即将迎来“三十而立”的中国载人航

天，正更加满怀信心走向遥远的星辰大

海，为人类和平开发利用太空做出更大

贡献。

中国航天人搭起这
条通往太空的天梯

南海之滨，文昌发射场，载人航天总

设计师周建平目送天和核心舱升空入

轨。他忘不了 10 年前的那个秋天——

站在戈壁余晖中，望着金光闪闪的发

射塔架，周建平的内心如此不平静。眼前

的天宫一号，控制系统、能源系统、动力系

统……从里到外、从大件到细节，使用了

超过 80%的新设备新技术，远高于新研航

天飞行器不超过 30%新技术的惯例。

2011 年 9 月 29 日晚，以“跨越”姿态

登场的天宫一号准确入轨，成为中国航天

员第一个“太空之家”。

天宫一号帮助我国突破和掌握了空

间交会对接技术、组合体控制技术；验证

了在轨中长期飞行的生命保障技术，完成

了多项航天医学实验……

10 年 前 的 那 次“ 跨 越 ”，仍 历 历 在

目；更多的“跨越”，等着他们继续挑战。

一代代航天人追逐梦想，勇于探索，

破解了一个又一个飞天征途上的“拦路

虎”，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急难险重的技术

难关，取得了载人航天任务发发成功、次

次圆满的骄人成就。

如果说，载人航天是塔尖上的事业，

那么“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

攻关、特别能奉献”的载人航天精神，就

是支撑中国航天人勇敢攀登的天梯。

这条飞天之路上，有以钱学森为代

表的一大批中国航天事业奠基者的身

影；有载人航天工程第一任总师王永志、

神舟飞船总师戚发轫、火箭系统总师刘

竹生等第二代专家的身影；现在，第三代

航天人正加速奔跑，完成属于自己的这

一棒接力赛。

在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的今天，

中国载人航天的脚步却从未停止。

自今年春节开始，执行空间站任务

的长征五号 B遥二、长征七号和长征二号

F 三型运载火箭，以及神舟载人飞船、天

舟货运飞船，都紧锣密鼓地相继运抵至

文昌航天发射场和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除空间站庞大的建设准备工作之

外，我国已顺利完成第三批航天员队伍

的选拔。他们当中既有空军飞行员，也

有来自科研院所的航天飞行工程师，还

有来自科研单位的载荷专家。

中国的飞天之路，是一条不断让梦

想成为现实的漫漫征途。新时代再启新

征程，载人航天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是

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人民大力支

持的结果，充分展示了伟大的中国道路、

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坚定了我们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决心和信心。

未来，中国空间站将在太空用科技

实力展现中国“和平利用太空，造福全人

类”的大国自信与担当！

中国航天迈向空间站的探索脚步
■本报记者 李一叶 杨 悦 特约记者 肖建军 杨 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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