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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2 月 24 日，国家博物馆。

“逐梦寰宇问苍穹——中国载人航

天工程 30 年成就展”正式开幕。一场展

览，浓缩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30 年建设

发展的风雨征程，将这段不平凡的岁月

铺展在世人眼前——

1992 年 9 月 21 日，中国载人航天工

程正式立项实施。2022 年 12 月 31 日，

习主席在新年贺词中郑重宣告，中国空

间站全面建成。

30 年，中国航天人接续奋斗，完成

了“三步走”战略任务，掌握了一系列关

键核心技术，建成自主建造、独立运行的

“天宫”空间站，在建设航天强国、攀登科

技高峰的征程上增添了又一座载入史册

的里程碑。

今天的成就，映照着明天的征程。

一个属于中国航天的“空间站时代”已经

来临。

“历史将记住今天，
中国在‘天上宫阙’长期
有人了”

2022 年 11 月 29 日 ，神舟十五号发

射成功。

这一天，恰好是中国梦提出 10 周年

的日子。也是在这一天，西方媒体刊文

称：日渐老化的国际空间站，作为人类在

地球轨道上持续驻留的唯一场所而发挥

的作用即将结束。

回望 20 世纪 90 年代初，国际格局深

刻调整，为抢占战略制高点，世界主要航

天大国竞相发展载人航天。美俄等 16

国酝酿联合建造国际空间站，没有将中

国纳入其中。

这是一场站在不同起跑线的比赛。

美俄等航天大国已经发射了 9 个空

间站，将上百名航天员送入太空，甚至成

功登月。对中国而言，空间站、载人飞

船、载人火箭都还是图纸上的畅想，一切

必须从零开始。

1992 年 9 月 21 日，一次关乎中国航

天前途命运的战略决策。

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会议，集体

审议《关于开展中国载人飞船工程研制

的请示》。会议通过决议：我们要下决心

搞这个东西……它不光在政治、经济、科

技上有意义，也是综合国力的标志。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首任总设计师王

永志曾说：“跟在别人后面把所有程序都

走一遍，那样我们就永远落在后面。”

载人航天工程立项之初，便定下“三

步走”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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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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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年来，中国载人航天始终在稳中

提速。

1992 年到 2002 年，中国航天人用 10

年时间，完成神舟一号到四号 4次无人飞

行任务，全面验证各系统功能性能、系统

间接口协调匹配性，健全完善了研制试

验组织指挥体系和相关基础条件建设，

为执行首次载人飞行任务奠定了基础。

2003 年到 2012 年，神舟五号、六号、

七号、九号 4 次载人飞行，以及神舟八号

与天宫一号交会对接任务分别执行，我

国突破掌握天地往返、空间出舱、交会对

接等关键技术，跨越了发达国家近半个

世纪才能完成的发展历程。

2013 年神舟十号任务之后，从 2016

年 6 月至 2017 年 4 月，长征七号、天宫二

号、神舟十一号、天舟一号任务密集执

行，建成我国首个空间实验室，开展了大

量空间科学实验和技术试验，突破掌握

航天员中期驻留、空间站货物运输、推进

剂在轨补加等关键技术。

2020年 5月，长征五号 B 运载火箭首

飞成功，拉开空间站阶段飞行任务的序

幕。随后，从 2021 年 4 月天和核心舱发

射起，20 个月内，我国密集实施 11 次发

射、3次飞船返回、2次舱段转位、7次航天

员出舱，4个飞行乘组 12名航天员接续在

轨驻留，突破掌握航天员长期在轨驻留、

空间站组装建造等关键技术，创造了世

界航天史上空间站组装建造最快纪录。

一路疾行，一路赶超；一路跨越，一

路圆梦。

1970 年，我国曾计划在 1973 年底发

射“曙光一号”飞船，方国俊等 19 名空军

飞行员被选中飞天。遗憾的是，工程因

特殊历史原因被叫停，这些被选中的飞

行员也无缘飞向太空。

2003 年，神舟五号航天员杨利伟返

回地球时，收到了 67 岁的方国俊来信：

“您终于圆了中国人千年的飞天梦想，实

现了我多年的夙愿。特向您表示祝贺，

您是中华民族的光荣和骄傲。”

2022 年 11 月 30 日，神舟十四号、十

五号航天员乘组在太空“胜利会师”。微

博上，一位航天人摘抄下苏东坡的名句：

“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

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

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词句下方，他注释道：“历史将记住

今天，中国在‘天上宫阙’长期有人了。”

“航天是系统工程，
不能靠我一个人，要靠一
大堆人”

作为系统最复杂、科技最密集、创新

最活跃的科技工程之一，载人航天工程涵

盖了力学、天文学、地球科学、航天医学、

空间科学等众多科学领域，涉及系统工

程、自动控制、计算机、航天动力、通信、遥

感、新能源、新材料等诸多工程技术，是当

之无愧的国家科技成果“集大成者”。

钱学森曾说，“航天是系统工程，不

能靠我一个人，要靠一大堆人”。

载 人 航 天 工 程 立 项 之 初 有 7 大 系

统，到空间站阶段时，已增加至 14 大系

统、上百个分系统，参与单位多达上千

家，涉及数十万科研工作者。

比利时空间信息中心研究员泰奥·皮

拉尔评价：“中国发展航天的一大优势在

于，中国人信心坚定，能做到齐心协力。”

神舟飞船总设计师戚发轫，至今对

飞船研制历程记忆犹新。

神舟飞船由 13 个分系统组成，涉及

300 多家协作单位；飞船上有 300 多根电

缆、600多台设备、8万多个接点、10万多个

元器件、50多万条软件程序……每一个焊

点、每一根导线、每一行代码都不能错。

因此，在神舟一号研制过程中，仅一

个火工锁，他们就进行了 100 多次可靠

性试验；飞船第一次联试花了 200 多天

时间。这段艰辛的历程，也被称为“万人

会战造神舟”。

岁月荏苒，这份万众一心的信念始

终未变。

2021 年年初，乍暖还寒，决战空间

站建造的冲锋号吹响了。

从大漠戈壁到天涯海岛，从生产车

间到测控点号……这是中国航天史上规

模最大、难度最高、节奏最快、参与单位

最多的一场“大会战”：我国决心在 2年内

完成 11次飞行任务、建成中国空间站。

“西安的发动机、天津的太阳能电

池、河南的电连接器、上海的推进剂、四

川的元器件……只要总指挥部一声令

下，前一天还在工厂里，第二天就能‘飞’

到北京的总装车间。”有专家如此形容举

国体制的巨大优越性。

千人一枚箭，万人一杆枪。30 年奋

斗岁月，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凝聚力量，突

破掌握了一系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

键核心技术——“三垂一远”测试发射、

“N+1”空间站交会对接技术验证、一级

半构型火箭直接入轨……

中国航天人研制出 8 型飞行器和 3

型火箭，货运飞船货重比达到世界第一；

创造性设计出能开展拓展实验的飞船留

轨舱，建立完备的陆海天“三维一体”测

控体系，核心元器件达到 100%国产；自

主研制“飞天”舱外航天服，攻克再生式

环控生保技术这一世界难题。

据统计，30年来，载人航天工程全线

共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2项、一等奖

1项，省部级科技进步奖 677项，取得发明

专利 4000 余项，推动航天产业跨越式发

展，并辐射带动原材料、微电子、机械制

造、化工、冶金、纺织、通信等领域快速进

步，极大促进了我国科技水平整体提升。

2022 年 11 月 17 日 ，恰好是工程首

任总设计师王永志院士 90 岁生日。这

一天，空间站里刚刚完成出舱任务的神

舟十四号航天员乘组，专门从遥远的太

空发来生日祝福。

30年前，王永志、戚发轫等第一代创

业者在花甲之年扛起重任、奋斗终身，至

今仍牵挂着载人航天事业发展；一路走

来，周建平、黄伟芬、杨宏、顾逸东等第二

代奋斗者在滚滚前进的洪流中磨砺成

长，成为领军人才；如今，80后、90后航天

人已是航天事业的中流砥柱，甚至 00 后

都褪去稚嫩，在自己的岗位上勇挑重担。

漫漫征途，新一代航天人从先辈手

中接过了历史使命，继续奔向这条通往

浩瀚苍穹的梦想之路。

“我们的使命就是让
产品万无一失，我们要为
胜利而战”

航天领域有这样一句话：“没有归过

零，不算真正的航天人。”

载人航天，成败系于毫发，质量重于

泰山。每一次“归零”，每一次重新开始，

都是为了不带任何隐患上天。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航天人总结出

中国航天史上赫赫有名的“质量归零双

五条”：“定位准确、机理清晰、问题复现、

措施有效、举一反三”的技术归零标准，

和“过程清楚、责任明确、措施落实、严肃

处理、完善规章”的管理归零标准。

神舟三号发射前测试，技术人员发

现飞船一个插头连接点不通。尽管只是

同类插头 2000 多个接点中的一个，未必

会导致任务失败，但指挥部坚决认为不

能有侥幸心理，要求 70 多个同类产品全

部重新设计生产，工期至少 3 个月。

发射推迟，试验队撤场，这在中国航

天史上是头一遭。现场技术人员谁都不

愿意接受这个残酷现实，有人甚至失声

痛哭。

工程领导深有感触地说：“我们现在

是退一步、进两步。等 3 个月后我们再

昂首阔步地进来，就能体会到这次为什

么要撤场了。”

长征五号 B 运载火箭，是为空间站

量身打造的专属火箭。作为新一代运载

火箭，它应用的新技术比例达到 90%。

而在国际通行标准中，新型火箭的新技

术比例一般不大于 30%。

火箭首飞的成功与否，关系着空间

站建造任务能不能顺利开局。就在工程

全线紧张备战之时，2017 年 7 月，该火箭

的基础型号——执行“嫦娥”探月工程任

务的长征五号遥二火箭发射失利。

为了消除隐患，包括长征五号 B 在

内的多型火箭一起“归零”。经过 2 年多

深入扎实的重新准备，长征五号遥三火

箭复飞成功，长征五号 B 遥一火箭也拿

到了飞天的“通行证”。

2021年 5月，天舟二号准备发射。已

经完成推进剂加注，工作人员突然发现火

箭某处气压异常，发射时间推迟一天。然

而，经过连夜组织排查，相关单位提出多

种处置方案，仍未能定位故障问题。总指

挥部决策——彻底“归零”，不仅火箭要

“动手术”，低温推进剂也要卸回。

这次“归零”，意味着任务至少推迟

8 天，还会影响到神舟十二号的发射计

划。参研参试各单位谁都没有怨言。为

准确定位故障，火箭试验队队员一批批

进舱作业。舱内低温憋闷，队员们连续

工作 48 小时，没有人喊苦喊累。

舱外，箭体上的水哗哗往下流，把负

责守舱的樊宇后背浇得湿透。“我们的使

命就是让产品万无一失，我们要为胜利

而战。”樊宇说。

9 天后，问题彻底“归零”，天舟二号

发射任务圆满成功。

“质量就是生命、质量就是胜算”“成

功是差一点点失败，失败是差一点点成

功”“下次任务永远不会是上次任务的简

单重复”……一句句与质量有关的格言背

后，蕴含着一个个刻骨铭心的飞天故事。

每个字，都融入中国航天人的血脉之中。

为什么 30 年来，载人航天能取得连

战连捷的战绩？

“不是没有问题，关键是提前发现问

题，并在上天前彻底‘归零’，把隐患消灭在

萌芽状态。”对关键技术反复验证，对方案

严谨设计，对质量从严把关，对管理细致入

微……航天人用尊重科学、追求极致的精

益求精，为一次次飞天之旅默默护航。

“中国人探索太空的
脚步，将来一定会迈得更
稳更远”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

广场，一张巨幅海报格外醒目——

2003 年 10 月，神舟五号航天员杨利

伟从这里出发，踏上首次飞天圆梦的征

程，第一次在浩瀚太空留下属于中国人

的足迹，实现了中华民族千年飞天梦想。

2005 年 10 月，神舟六号航天员费俊

龙、聂海胜在大雪纷飞的寒夜里出征太

空，顺利完成多人多天载人飞行，标志着

载人航天工程“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圆

满完成。

2008 年 9 月，神舟七号航天员翟志

刚、刘伯明、景海鹏领命出征，完成中国

航天员的首次出舱。

2012 年 6 月，神舟九号航天员景海

鹏、刘旺、刘洋完成与天宫一号的手控交

会对接任务。刘洋成为进入太空的第一

位中国女航天员。

2013 年 6 月，神舟十号航天员聂海

胜、张晓光、王亚平出征太空，王亚平作

为首位太空教师，为全国 6000 多万名中

小学生太空授课。

2016 年 10 月，神舟十一号任务，第 3

次飞天的景海鹏和航天员陈冬顺利完成

33天中期驻留，开展了大量科学实验，跑

完了“三步走”战略第二步的最后一棒。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这张印刷着每

名出征太空航天员头像的海报，如今每

半年就要更新一次——

2021 年 6 月，神舟十二号航天员聂

海胜、刘伯明、汤洪波进驻中国空间站天

和核心舱，完成 3 个月的太空驻留。中

国人首次进入中国自己的空间站。

2021 年 10 月，神舟十三号航天员翟

志刚、王亚平、叶光富开启长达 6 个月的

在轨工作生活，首次在太空度过春节。

王亚平成为中国首位执行出舱任务的女

航天员。

2022 年 6 月，神舟十四号航天员陈

冬、刘洋、蔡旭哲出征太空。在轨 6个月，

他们先后经历了多型航天器来访、空间站

T 字基本构型组装完成、航天员太空会师

等历史时刻，被网友称为“最忙乘组”。

2022 年 11 月，神舟十五号航天员费

俊龙、邓清明、张陆飞向“太空家园”，邓

清 明 在 成 为 航 天 员 25 年 后 首 次 飞 天 。

他们见证了空间站建成的圆梦时刻，也

将成为开启载人航天新阶段、新时代的

先行者。

在载人航天事业不断加速的脚步

中，除了航天员外，每一名航天人都在发

挥着自己的才能——

发射场发控台操作手，能够分秒不

差按下点火按钮；加注操作手蒙住双眼，

也能熟练开关数十个阀门；火箭吊装手

开着塔吊，能将筷子插进啤酒瓶；在很多

研制单位，“大国工匠”屡屡在国际技能

大赛中摘金夺银……

颗颗螺钉连着航天事业，小小按钮

关系民族尊严。他们，用行动践行着追

梦者的心声——

那是文昌航天发射场 01 指挥员廖

国瑞，为长征五号 B 运载火箭下达的点

火口令；那是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总

调度高健，一声声干脆利落的“北京明

白”；那是神舟十四号航天员刘洋，在执

行出舱任务时和“曙光”指挥吴昊穿越天

地的温暖对话……

载人航天的庞大系统里，只有每个人

将万分之一的职责化作百分之百的使命，

才能保证大国重器正常运转、万无一失。

2021 年 4 月 29 日 ，天 和 核 心 舱 发

射 圆 满 成 功 ，空 间 站 系 统 总 设 计 师 杨

宏 感 慨 ：“ 这 仅 仅 是 万 里 长 征 第 一 步 。

核 心 舱 要 在 轨 进 行 多 项 关 键 技 术 验

证，此后还要在轨评估才能组装建造，

组装建造完成后还要开启 10 年的长寿

命 ，通 过 航 天 员 的 维 修 、维 护 、延 寿 还

要 在 轨 运 行 更 长 的 时 间 ，后 面 任 重 而

道远。”

此时此刻，在距地球 400 公里的近

地轨道上，“天宫”已然落成，“三步走”战

略落下帷幕。新一代航天人的脚步不会

就此停歇，他们将探索的目光投向更遥

远的深空。

“中国人探索太空的脚步，将来一定

会迈得更稳更远。”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行任

务新闻发布会上，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

人这样宣告。

梦圆梦圆““天宫天宫””在今朝在今朝
——回望中国载人航天工程30年

■本报特约记者 李 源 记者 安普忠 王凌硕 杨 悦

2023年 2月 24日，“逐梦寰宇问苍穹——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30年成就展”在国家博物馆开幕。 图片由国家博物馆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