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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发布《20 16～2030空间科学规划
研究报告》

未来15年，中国空间科学如何发展?这或许可以在中国科学院17日发布的《2016^一2030空间科学

规划研究报告》中找到答案。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主任吴季介绍，该规划报告主要由近30位科

学家合力完成，阐述了至2030年中国空间科学拟研究的前沿科学问题，提出了中国至2030年发展战略

目标、空间科学计划及所包含的科学卫星任务，绘制了至2030年中国空间科学发展路线图。

中国空间科学发展的路线图

《2016^一2030空间科学规划研究报告》提出这样的战略目标：至2030年，要在宇宙的形成和演化、

系外行星和地外生命的探索、太阳系的形成和演化、太阳活动及其对地球空间环境的影响、地球系统的

发展演化、超越现有基本物理理论的新物理规律、空间环境下的物质运动规律和生命活动规律等热点科

学领域，通过系列科学卫星计划与任务以及“载人航天工程”相关科学计划，取得重大科学发现与创新

突破，推动航天和相关高技术的跨越式发展。

为了实现这样的目标，报告提出了共23个空间科学计划，至2030年预期要发射总计20颗左右的科

学卫星。这些科学计划包括“黑洞探针”计划、“天体号脉”计划、“链锁”计划和“火星探测”计划等。

吴季说：“爱因斯坦曾经预言，自然科学将逐渐向宏观和微观两个前沿转移。而空间科学的研究正是

既瞄准宏观的太空和宇宙，又瞄准微观的粒子和生命起源。因此可以说，空间科学是产生重大科学突破
的前沿科学。”

摆脱“既是航天大国、又是空间科学小国”的尴尬

从载人航天到嫦娥探月，中国航天技术有了飞速发展。然而，中国空间科学却始终与国际先进水平
有很大差距，处于“既是航天大国，又是空间科学小国”的尴尬境地。

中国科学院院士顾逸东等科学家也不止一次呼吁：希望能够改变中国航天领域“重技术、轻科学”
的现状。吴季也说：“目前在空间科学领域，我国还是知识的使用国，我国空间科学家大量使用国外科学

卫星公开发布的数据。”由于数据首先被国外科学家使用，这种“寄人篱下”的研究工作很难产生重大原

始创新成果。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美国、欧盟等国家的经验也都证明，空间科学是技术创新的强大推动力。吴

季举例说：“比如目前手机上使用的高分辨率相机，就是普遍采用了来自深空探测技术领域的cMOs成

像技术。”空间科学要想有突破，必须采用新的探测方法，这样的发展趋势，不仅可以持续产生新的科学

突破，还能极大带动相关技术的发展，并延伸至其他应用领域，带来潜在经济效益。

中国空间科学需要长期稳定支持

“当前，我国空间科学正处在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吴季介绍，在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战略性科

技先导专项的支持下，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悟空”号已于2015年12月发射升空；微重力实验卫星“实

践十号”预计将于今年4月发射；量子科学实验卫星、硬x射线调制望远镜正在紧张地研制过程中，也

计划于今年发射升空。“目前我们正在遴选‘十三五’期间的科学卫星计划。”

“但是接下来呢?”吴季说，现有的空间科学任务仍然大多是“一事一议”，“缺乏持续、稳定的经费

预算”。“我们做这个规划，既是为了让大家能以此为指导、防止‘拍脑袋’式决策，也是为了能够进行

长远规划。”
“能不能像NAsA、欧空局那样，使空间科学的经费预算在整个航天预算中总是占有相对固定的比

例?”吴季说：“这样才能给科学家一个期盼，也为制定中长期的规划提供条件。”

吴季也坦言，作为科学家们的愿景和共识，这一规划“还需要经过专家组审慎的遴选过程”。他说：

“我国要成为真正的科学技术强国、真正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就决不能只考虑眼前的利益，而是要为人类

作出中华民族应有的贡献，才能获得世界人民真正的尊重!”

来源：Ⅸ光明日报》 发布时间：2016年0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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