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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余位院士问天问月问星河
2021年4月29日，搭载空间站天和核心舱的长征五号B遥二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升空，发射

任务的圆满成功标志着中国空间站在轨组装建造全面展开，为后续关键技术验证和空间站组装建造顺利实施奠定了坚实

基础。时值第六个中国航天日活动之际，40余位两院院士会聚一堂，共襄一场航空航天领域的学术盛宴，22场主旨报告

更是创历届航天日活动院士出席和报告场次之最。从“天基监视雷达”到小天体探测任务，从中国对地观测技术的发展

到中国空间技术的成就与展望，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老一辈航天人精神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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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院士们齐聚“问天”，畅想我国航空航天事业的未来。

“地球是人类的摇篮，但人类不可能永远生活在摇篮中”

从基础研究到重大工程，未来几年，我国将同步推进小行星探测、深空探测、重型火箭研发等多个重要项目，中国

航天由“跟跑”到“领跑”，前沿科技取得巨大突破。天和核心舱入轨后，还将有问天、梦天两个实验舱择机发射升空，

与天和实现对接。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主任王赤的研究领域主要是空间物理和空间天气，他是中科院空间

科学先导专项(二期)负责人。王赤介绍，从广义上来说，利用航天器开展的科学研究，就叫空间科学。当前，天空天文、

太阳系空间、行星科学以及对地观测，是我国空间科学研究中最重要的四个方面。2011年，国务院批准中国科学院发起、

主导空间科学的先导专项，一期工程共发射了4颗卫星——悟空号、墨子号、慧眼以及实践十号。如今，这4颗科学卫

星正在取得重大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

王赤表示，虽然我国的深空探索与国外还有差距，但“天问一号”一步实现“绕落巡”是空间探测的高起点起步。他

介绍，在空间科学先导专项(二期)阶段，将围绕两方面来做研究——宇宙和太阳系的形成，以及太阳对地球的影响。

为此，将立项研制发射4—6颗新的科学卫星，争取在时域天文学、太阳磁场与爆发的关系、太阳风一磁层相互作用规律

等空间科学相关领域取得重大原创成果。“地球是人类的摇篮，但人类不可能永远生活在摇篮中。”王赤告诉记者，“天问

一号”是我国空间探测的高起点起步，未来将有更多机器被送达太空，探索宇宙和生命的奥秘。

“我国小天体探测任务已经进人工程研制阶段”

中国科学院院士、嫦娥一号卫星系统总指挥兼总设计师、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天学院院长叶培建透露，我国小天体

探测任务已经进入工程研制阶段。为什么要探测小行星?叶培建表示，实旅小行星探测对全人类具有深远的意义，小天

体保存着太阳系形成演化的原始信息，能帮助我们了解宇宙演化和生命的起源；具有丰富的资源，蕴含很大的经济价值。

“由于小行星引力小，尚未有国家实现小行星降落采样。我国进行的第一次小行星探测就会选择降落采样。掌握了

降落技术，就意味着将来如果有小行星撞击地球，我国可以直接接近并干预。”叶培建说。按照设想，小行星探测将在10

年分3个阶段实施，即小行星探测、取样返回、探测彗星。

叶培建表示，小行星探测需要解决航天器长远飞行的动力问题、通信问题以及长达10年以上的地面管理问题。小

行星近距离的探测和采样难度很大，“因为小天体不过几十米又几乎没有引力，我们首先要围绕着小天体在不同相位进行

悬停探测，了解小天体的各种特性，通过绕飞探测选择可能着陆的地点，‘走一步看一看’最后才到小天体上进行采样”。

近年来，中国航天逆势而上，在嫦娥五号、“天问一号”，亚太6D新平台首飞等方面取得举世瞩目的成果。从1975

年首次发射返回式遥感卫星起，中国已经形成了陆地、海洋、气象、高分等遥感卫星系列，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高分专

项工程总设计师童旭东重点介绍了中国对地观测技术的发展概况、建设目标、应用等情况。

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长单忠德指出，航空航天领域生产装备与制造车间数字化、智能化系统集成

发展，不同制造装备之间、上下料机构、物流系统等企业内外设备实现互联互通和智能制造，可实现自运行、自调控，

构建数字化生产线、离散型智能车间与工厂，实现批量柔性化智能化定制生产。

“新一代航天人的使命任务比老一代光荣艰巨”

国内航天研究领域的各位专家在讲述航天事业技术发展时，围绕新时代如何传承弘扬航天精神进行了阐述，探讨如

何将航天精神转化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的强大力量。

中国工程院院士、空间神舟飞船总设计师戚发轫是新中国航天史的谱写者与见证者，曾参加中国第一发导弹、第一

枚运载火箭、第一颗卫星、第一艘试验飞船和第一艘载人飞船的研制工作。从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特点的老一辈

航天人精神，到将“热爱祖国”作为核心的两弹一星精神，再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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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发轫结合亲身经历解读“中国航天与航天精神”。他表示，航天事业发展到现在，新问题新挑战会不

断涌现，新一代航天人的使命任务比老一代光荣艰巨。“老一代航天人当年是解决‘有无问题’，别人有的我们要有；新

一代航天人要解决‘别人有的我们要做得比他们好，他们没有的我们也要有’的问题。”戚发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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