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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航天的重点、热点和亮点
中国航天的宏伟蓝图正徐徐展开——近日，中国国家航天局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了“十四五”及未来一个时期的

发展重点规划。根据规划，中国航天将加快推动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全面发展，重点提升航天科技创新动力、

经济社会发展支撑能力，积极开展更广泛的国际交流合作。火星取样返回、建成载人空间站、扩大合作交流⋯”中国航天

事业跨越发展、大胆创新的“中国速度”，将继续令世界惊艳赞叹。

行星探测以火星为重点

“天问”发射、“祝融”登火；“嫦五”落月、月球“挖土”；“神十二”蓄势、“天和”将启⋯一段时间以来，中国航
天喜讯迭报，令国人振奋鼓舞。“重点推进行星探测、月球探测、载人航天、重型运载火箭、可重复使用天地往返运输系

统、国家卫星互联网等重大工程。”国家航天局新闻发言人许洪亮说，目前航天发展“十四五”规划正在制定中。未来一

个时期，中国将继续实施重大科技工程，提升航天综合实力。

2021年6月11日，“祝融号”火星车拍摄的着陆点全景、火星地形地貌、“中国印迹”和“着巡合影”照片迅速

刷屏。天问一号探测器着陆火星首批科学影像图揭开神秘面纱，标志着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许洪亮透

露，在2030年前，中国行星探测工程仍将以火星探测为重点和主线。其中，2025年前后实施近地小行星取样返回和主

带彗星环绕探测任务，实现近地小行星绕飞探测、附着和取样返回；2030年前后，实施火星取样返回任务；还将实施木

星系环绕探测和行星穿越探测任务。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工程总设计师张荣桥说，中国下一步的行星探测有重点、有

热点、有亮点。

“火星是中国后续探测的重点，也是国际深空探测的重点。火星是我们的近邻，科学上的意义仍然巨大。”张荣桥说。

“虽然国外在火星探测上已经取得很多成就，但实际上人类对于火星的认识还远远不够——火星古环境是否适宜生命生

存?古海洋是不是真的存在?火星中低纬度地下是否还有水／冰?火星的大气是怎么逃逸的?这些问题都还在困扰着我

们。”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地面应用系统总设计师刘建军表示。

“小行星虽然小，但探测任务难度很大，可以带动中国的航天技术向精细化发展。”张荣桥说，小行星撞击地球的危

害、小行星上的资源等都是大家关心的问题。他透露，中国在推进首次火星探测任务时，便针对小行星取样返回任务开

展了先期研制。同时，小行星取样返回任务也是为将来火星取样返回技术做探索。中国行星探测任务的安排协调递进发

展，形成了完整的整体。

“到目前为止，我们对木星系的认知非常之肤浅，进行的探测也非常之有限。木星系孕育着大量科学新发现的机会。”

张荣桥说，除了科学意义之外，木星系探测还能带动更远距离的测控、更长寿命的探测器技术和新能源的利用，有助于

航天技术的深远发展。

除了行星探测之外，在月球探测方面，中国在“十四五”时期将发射嫦娥六号、嫦娥七号探测器，实施月球极区环

境与资源勘查、月球极区采样返回等任务；后续还将发射嫦娥八号。在载人航天方面，中国将在2022年底建成长期有人

照料的载人空间站，开展航天员长期驻留、空间科学试验、空间站平台维修维护等工作。

与各国开展航天交流合作

中国的行星探测和空间站建设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也为世界各国的科学探索带来了机遇和希望。“中国将

继续秉持平等互利、和平利用、包容发展的原则，积极与各国开展航天领域的交流合作。”许洪亮说，中国将扩大航天合

作交流，增进人类共同福祉。国家航天局将陆续公布后续月球与深空探测任务如嫦娥七号、八号等月球探测任务以及火

星采样返回、木星系探测等行星探测任务的国际合作计划，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与国际同行一起密切协作共

同探索宇宙的奥秘。

“外层空间是人类共同的财富，探索、开发、和平利用外层空间是人类共同的追求。我们将始终坚持平等互利、和

平利用、包容发展的原则，加强同国际社会的广泛合作，力争取得更多新发现、新成果，实现科学产出最大化，让航天探

索成果为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贡献更大力量。”许洪亮说。

增强卫星应用服务能力

“我们将继续按照国家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要求，完善国家民用空间基础设施和配套地面设施，提升卫星对地观测、

通讯广播和导航定位的服务能力。”许洪亮表示，“十四五”时期，中国将不断增强卫星应用服务能力，支撑经济社会发

展。在服务治理能力提升方面，将围绕平安中国、美丽中国和数字中国建设需求，加强卫星数据产品与服务在资源环境

与生态保护、防灾减灾与应急响应、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城镇化建设与区域协调发展等行业领域深度应用；在服务经

济发展方面，推动遥感、通信、北斗导航应用产业化，开发面向大众消费的新型信息消费产品与服务，丰富应用场景，

提升大众生产生活品质，推动航天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发布时间：2021年06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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