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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关注

“嫦娥四号”探月两步走

下月发射月球中继星

24

日是第三个“中国航天日”，在哈尔滨举行

的航天日主会场活动现场，航天科技集团科技委

主任包为民在接受央视记者独家专访时表示，我

国的“嫦娥四号月球探测器”今年将展开人类首

次对月球背面的探测，这项任务将分两次进行。

5 月发射月球中继星

嫦娥四号将实现人类首次月球背面软着陆

并进行探测，由于月球自转公转周期相同，因此

月球永远有一面一直背对地球，从地球上就无法

直接与月球背面的探测器进行通信，为此，在发

射嫦娥四号之前，还要先发射一颗月球中继星。

航天科技集团科技委主任包为民表示，在今

年的

5

月中旬左右，由长征四号丙运载火箭发射

月球中继星， 将在地月引力平衡点， 拉格朗日

2

点进行中继通信，这也是第一次实现人类航天器

在地月

L2

点对地、对月中继通信。 具备了中继通

信的这个能力以后，我们在今年的年底将进行嫦

娥四号的发射。

嫦娥四号将实现月球背面软着陆

通过这颗月球中继星，嫦娥四号就可以将探

测获取的月球信息顺利传回地球。 包为民表示：

嫦娥四号原本是嫦娥三号月球探测器的备份，在

嫦娥三号成功的基础上，嫦娥四号通过提高探测

器的适应性，将有望在月球背面探测任务当中取

得大量科学成果。 包为民介绍，我们在月球背面

探测，可能会发现我们在月球正面没有得到的一

些数据。 它可以屏蔽这个地球的辐射，它可以对

深空进行探测，真实的反映宇宙的一些信息。

探月三期工程要实现无人采样返回

包为民介绍， 我国正在实施探月三期工程，

任务是实现无人采样返回，包括嫦娥五号和嫦娥

六号

2

次任务。 嫦娥五号探测器将实现月球软着

陆以及采样返回。 有望实现我国开展航天活动以

来的四个“首次”：首次在月球表面自动采样；首

次从月面起飞； 首次在

38

万公里外的月球轨道

上进行无人交会对接；首次带着月壤以接近第二

宇宙速度返回地球。 同时，我国也正在规划探月

四期工程，未来或将建造月球科研站基本型。

火星探测计划将一次性完成“绕落巡”

包为民还向记者表示，我国的火星探测计划

正在有序推进，对火星的首次探测将一次完成绕

火星飞行，火星表面降落以及巡视探测等任务。

我国首次火星探测把目标定在

2020

年 ，和

我国月球探测计划中“绕、落、回”三步走的部署

不同，火星探测按两步来规划，而这第一步就将

一次完成三大任务。

包为民表示，现在提出来的方案绕、落、巡是

一步，先进行环绕探测，对这个大气火星引力场

这些模型进行在轨的探测，然后要落到这个火星

的表面，同时还要进行火星车的巡视探测。

包为民还介绍，在第一步完成之后，将进行

火星探测的第二步，也就是火星采样返回，火星

探测器将携带在火星表面采集到的各项样本返

回地球，目前第一步已经得到国家批准，第二步

正在论证立项的过程中。 此外，为了将更大规模

的航天器送上太空，我国也正在进行重型火箭的

研究。 我国的重型运载火箭箭体直径近

10

米，全

箭总长近百米，运载能力将达到百吨级。

包为民对记者表示，重型火箭现在已经到了

关键技术深化论证这么一个阶段。 未来将承担载

人登月等任务。按照计划，重型火箭将在，

2030

年

前后完成首飞。

据央视新闻

中国航天新进步让世界惊叹

2017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巴

里·巴里什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

说，近年来中国在航天、太空探测方面

获得了很快发展，只要选择好项目，中

国就能获得迅速发展。 他表示希望在

大科学方面中美双方能加强合作。

技术不断进步、成果不断刷新，中

国航天近年来已经习惯了 “上头条”。

以探月工程为代表，中国在载人航天、

卫星通信、 火箭技术等多个领域全面

开花，整体水平显著提升。

美国戈维尼市场研究公司近日发

布报告称，

2011

年到

2016

年间， 与航

天有关的在华申请专利数量年增长

13．3％

，而这一期间全世界航天专利申

请数量在下降。 报告称，中国正在成为

航天科技中更加重要的经济体。

俄罗斯齐奥尔科夫斯基航天研究

院院士热列兹尼亚科夫表示， 除了月

球及火星探测计划、空间站建设，中国

近年来还发射了很多应用卫星， 正借助

卫星进行量子通信试验， 中国射电望远

镜在观测太阳系外缘天体。 这些都显示

出 “中国在国际航天领域已实现赶超”，

并“将给世界航天界带来更多惊喜”。

欧洲航天局局长韦尔纳也高度评价

中国航天项目的“技术含量”。 英国《自

然》杂志曾引述他的话说，中国的空间科

学项目非常活跃， 非常创新，“它们处在

科学发现的最前沿”。

“北斗” 指路、“天宫” 览胜、“墨

子”传信、“嫦娥”问月……近年来，中

国航天“大新闻”让国人如数家珍、备

感自豪。24 日，中国航天事业迎来第

三个中国航天日。

今年航天日活动的主题是“共筑

航天新时代”， 旨在号召社会各界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军民

融合发展战略，传承航天精神，凝聚

强大力量，加快推动航天强国建设。

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出席

活动时表示，“中国航天日”已成为传

承航天精神、凝聚强大力量的重要纽

带，成为普及航天知识、培植创新文

化的重要平台， 成为展示航天成就、

拓展国际合作的重要窗口。中国在航

天领域持续快速发展的步伐、坚持开

放合作的姿态引发全球瞩目。

在

23

日举行的中国载人航天庆

祝第三个“中国航天日”主题活动暨曾

宪梓载人航天基金会颁奖大会上，中

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主任杨利伟宣

布， 我国第三批预备航天员选拔工作

正式启动。

杨利伟说， 选拔工作由中国载人

航天工程办公室牵头组织， 由中国航

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具体实施，分初选、复

选、定选

3

个阶段———

航天员类别方面， 既包括航天员驾

驶员， 又包括航天飞行工程师和载荷专

家；选拔范围方面，既从空军现役飞行员

中选拔， 又从航空航天工程技术和科研

人员中选拔，如相关工业部门、科研院所

和大学等； 性别方面， 既选拔男性航天

员，又选拔女性航天员。

杨利伟说， 第三批预备航天员共计

选拔

17～18

人， 完成训练后将参加我国

空间站飞行任务。 杨利伟热情呼吁有志

于投身祖国航天事业的青年朋友加入航

天员队伍，问鼎苍穹、矢志报国。

据新华社

中国古人曾用牵星术和指南针给

世界航海天文领域带来巨大进步，而

今中国的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系统正为

沿海国家的舵手们指引方向。

“亚洲国家应该更多使用亚洲卫

星。 ”泰国的诗琳通公主曾说。 出于对

北斗的认可，泰国科技部与中方接洽，

开展中泰北斗科技合作， 推动了北斗

ＣＯＲＳ

基站在泰国落户，为泰国灾害

防治、海上交通、智慧城市等领域提供

服务。

北斗卫星还在斯里兰卡、 巴基斯

坦、缅甸、老挝等国，助力当地国土测绘、

海洋渔业、智慧城市的发展，帮助改善交

通运输、港口管理等。

北斗系统首个海外中心———中阿北

斗中心

4

月

10

日在突尼斯落成运行。 中

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主任冉承其

说，这一中心主要面向阿拉伯及非洲地区

国家，集宣传展示、应用演示、测试评估、教

育培训和联合研究等功能于一体，是全面

展示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建设应用成果的

窗口，也是推动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平台。

“很多东西，中国都越造越好。”美国

《福布斯》杂志网站近期刊文，介绍中国

的卫星商业发射项目受到市场赞誉。 文

章援引加拿大开普勒通信公司人员的话

说，“我们非常赞赏中国团队的职业精神

和专业技术”，“他们是很棒的伙伴”。

中国航天的迅猛发展， 也为国际航

天事业注入了强劲动力。 国际知名理论

物理家、 超弦理论奠基人加来道雄近日

在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刊文说，

1969

年人类首次登月之后近

50

年，随着更多

参与者的加入，“我们即将进入探索的一

个新的黄金时代”。

与其他科技领域一样， 中国航天

在坚持自主创新的同时， 始终秉持开

放发展原则，在平等互利、和平利用、

包容发展基础上， 积极开展航天国际

交流与合作。 这种开放包容的姿态，

引来国际航天领域一致好评。

欧航局项目主管伯纳德·富万介

绍说，欧航局已经和中国合作多年。目

前，在探月等方面，双方正在多项任务上

展开合作，“嫦娥四号” 航天器将搭载来

自欧洲的科学载荷，“我们也希望能够在

‘嫦娥五号’将样本带回地球时与中国展

开合作”。

几年后， 世界还将看到建成的中国

空间站对各国科学家开放。 联合国外层

空间事务办公室主任迪皮波称赞道，在

向他国开放本国航天领域方面，中国的

努力“令人印象深刻”。

国际宇航联合会秘书处执行主任

克里斯汀·费齐廷格表示， 航天探索需

要合作，而合作中需要一些国家来牵头

和主导，中国在航天国际合作上的态度

很开放，相信中国未来会在合作中发挥

重要作用。

第三批预备航天员选拔工作正式启动

中国贡献赢得赞誉

开放合作广受欢迎

技术进步惊艳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