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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3 月 2 日电(记者董瑞丰)一部科
幻电影《流浪地球》的“走红”，激起了许多人对太
空探索的关注。参加全国两会的代表委员里有不
少科学家，在他们看来，中国可以为人类和平利用
太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多智慧和
力量。

去月球背面：为深空探测打下基础

“太空探索永无止境，地球可能不会去‘流浪’，
但人类一定会走向深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航
天科技集团五院嫦娥五号探测器总指挥兼总设计
师杨孟飞说，作为距离地球最近的星体，对月球的
深入探索将使人类更深入地了解太阳系，帮助人
类走得更远。

嫦娥四号不久前实现了人类在月球背面的
首次软着陆。以前，这是科幻电影中才会出现的
情景。月背的独特地形增加了高精度着陆的难
度，解决这些难题，为后续的深空探测打下了基
础。

按照计划，2019 年年底前后将发射嫦娥五
号，实现月球采样返回；2020 年将实施我国首次
火星探测任务；到本世纪中叶，我国的深空探测有
望达到 100AU(1AU 是地球到太阳的平均距离，
约为 1 . 5 亿公里)。“我们正努力向更远处进发。”

杨孟飞说。

下一代望远镜：认识宇宙的新纪元

遥望浩瀚星空的望远镜，可以帮助人类加
深对宇宙的认知，预判来自太空的潜在风险。
“中国天眼”就为全世界天文学家创造了探索宇
宙奥秘的更多机遇。现在，下一代超级天文望远
镜又将开始建造。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
究员武向平说，国际大科学工程“平方公里阵列
射电望远镜(SKA)”计划 2020 年开始，在澳大
利亚和以南非为中心的八个非洲国家两个台址
同时开始建设。

这是有史以来建造的最庞大的天文设备，
汇集了人类在天文学、无线电、信息、通信、计算
机、机械制造等领域最新科技成果，有望揭示宇
宙中诞生的第一代天体。

“国际 SKA 大家庭需要中国的加入和支
持。”武向平说，经过充分准备的中国团队应当
肩负起这个时代重任，在探索神秘宇宙中做出
应有贡献。

“靠谱”的火箭：走向更遥远太空

火箭就像进入太空的“云梯”，既要有高可
靠性，也需具备强大的运载能力，这样人类才能

走向更遥远太空。
“2019 年，长征三号甲系列运载火箭有望成

为我国第一型跨入‘百次俱乐部’的单一系列运载
火箭。”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一院长
三甲系列运载火箭总设计师姜杰说，从 2018 年
到 2020 年，我国的长三甲系列火箭预计将执行
40 次发射任务。

同时，我国已经成功研制并发射了新一代运
载火箭长征五号、长征六号和长征七号，还将研
制运载能力更高的重型火箭。“运载火箭的能力有
多大，人类探索太空的舞台就有多大。”姜杰说。

梦想的力量：对未知领域不竭探索

“《流浪地球》里有一句台词，‘无论结果如何，
人类的勇气和坚毅，都被镌刻在星空下。’这句话
点燃了无数人的激情，也是一大批科学家倾其毕
生精力不懈追求、探索未知的写照。”全国人大代
表、中科院院长白春礼说。

正是这样的激情，推动了科技创新，为人类
文明进步提供不竭的动力源泉。

“科学的本质是人类对于自然的求知和探
索。”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研究所研究员周忠和说，中华民族不缺少勤劳与
智慧，如今插上科学的翅膀，梦想一定会飞得更
高，为人类文明做出更大贡献。

“地球可能不会去‘流浪’，但人类定会走向深空”
为人类和平利用太空贡献更多智慧——— 代表委员谈太空探索

新华社洛杉矶 3 月 2 日电(记者谭晶晶)美国
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载人“龙”飞船 2 日载着一个
假人飞往国际空间站。

这是载人“龙”飞船的首次试飞，也是美国航
天局商业载人航天计划的首演，更是美国在其航
天飞机退役 8 年后，迈出的恢复载人发射能力的
关键一步。

1 商业载人飞船首飞

美国东部时间 2 日凌晨，载人“龙”飞船搭乘
“猎鹰 9”火箭从佛罗里达州肯尼迪航天中心发射
升空，飞船上的唯一“乘客”是身着白色宇航服的假
人“里普利”，其名字源于电影《异形》中的经典角色
埃伦·里普利。这个假人的头部、颈部和脊柱等装
有多个传感器，用于收集飞行过程中的相关数据。

这是美国航天史上首次由私营公司建造和
运行的载人飞船执行“太空的士”任务，开启了商
业航天运输飞行和低成本空间探索的新篇章。这
对全球商业载人航天的发展无疑会起到鼓舞和
激励作用。

本次试飞是载人“龙”飞船运送宇航员往返国
际空间站的预演。按照计划，试飞成功后，“龙”飞船
将于今年 7 月把两名美国宇航员送上太空。

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自 2002 年成立以来，
不断刷新美国商业航天新纪录。2 0 1 2 年 1 0
月，该公司的“龙”货运飞船首次将科研物资和
补给送至国际空间站。近年来，“龙”货运飞船
多次承担国际空间站的货物补给任务。此次发
射的载人“龙”飞船就是在现有“龙”货运飞船
基础上改进升级而成的。

2 摆脱对俄飞船依赖

2011 年美国航天飞机退役后，美国不得不

“仰仗”俄罗斯飞船运送宇航员往返国际空间站。
然而，俄罗斯飞船“船票”一路飞涨：2008 年时，单
人票价不到 2200 万美元；美国航天飞机 2011 年
退役时，票价涨至近 4000 万美元；到 2018 年，票
价已高达约 8190 万美元。

因此“后航天飞机”时代，如何将自己的宇
航员送上太空成为美国航天的一块“心病”。为
改变这一尴尬局面，美国大力发展商业载人航
天，鼓励私营企业制造出“安全、可靠、经济”的
载人飞船。

2014 年，美国航天局与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和
波音公司签署了总额 68 亿美元的合同，目标是尽
快向国际空间站运送美国宇航员。但美国航天局
对载人航天安全性的高标准、严要求，使两家公司
载人飞船的首飞时间从最初计划的 2017 年一再
推迟。

眼看与俄罗斯的“船票”合约今年底即将到
期，如果不能在限期内做好载人航天的准备，美国
只能面临向俄罗斯继续“买票”或缺席空间站的两
难选择。

因此，此次成功发射是非常关键的第一步，
显示了美国发射载人飞船的能力，有助于最终摆

脱对俄罗斯载人飞船的依赖。
美国航天局局长布里登斯廷表示，大国都应

该有能力将自己的宇航员送入太空。美国对国际
空间站的投入很大，这次试飞对美国和世界都非
常重要。他 2 日在社交媒体推特上说：“今天的成
功发射开启了一个新篇章，让我们距离用美国火
箭从美国本土再次将美国宇航员送上太空更近一
步。”

3 打造“高端”飞行体验

载人“龙”飞船配备了先进的硬件和软件，
它装有生命支持系统，并增加多台发动机。驾驭
起来比老版飞船更简单，舱内宽敞，座椅舒适，
为宇航员提供安全的“高端”飞行体验。

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提供的资料显示，载人
“龙”飞船舱内空间约 9 立方米，配有 7 个座位、
一套环境控制和生命支持系统以及先进的紧急
逃生系统。宇航员可以从飞船窗户鸟瞰地球、月
球及整个太阳系的壮丽景观。

飞船上的触摸屏显示飞船的实时性能状
态，包括其在太空中的位置、目标地点状况以
及飞船内环境等。舱内温度可在 1 8 至 2 7 摄
氏度之间调节。飞船是全自动操作，宇航员以
及位于地球上的任务团队都可以监控和操作。

载人“龙”飞船将于 3 日与国际空间站对
接。这次首飞肩负着测试“猎鹰 9”火箭、“龙”飞
船、地面系统性能以及在轨飞行、对接和着陆操
作等重要任务，以验证“龙”飞船能否安全运送
宇航员往返国际空间站。

在执行最终的真人版航天飞行任务前，载人
“龙”飞船今年 4 月还将面临一次“大考”，即针对
飞船出现故障的情形进行紧急逃生测试。这都将
为未来美国宇航员搭乘美国飞船探索太空打下
坚实基础。

美国载人“龙”飞船首次试飞三大看点
这是美国在其航天飞机退役 8 年后，迈出的恢复载人发射能力的关键一步

新华社香港电(记者张雅诗)“看见
探测器在月球成功着陆，兴奋了一阵，等
到晚上才知道它能转动，这才放下心头
大石。”香港科学家容启亮口中的“它”，
就是由他牵头研发、在 1 月 3 日随嫦娥
四号历史性登陆月球背面的“相机指向
系统”。

未曾到过宇宙太空，却成功研发出
多款精密的航天仪器，现任香港理工大
学工业及系统工程学系讲座教授(精密
工程)兼系副主任的容启亮，既掌握丰
富的学术知识，也具有广阔思维。他丰
富想象力的形成，在其成长历程中就有
迹可循。

童年想法满天飞

上世纪 50 年代，香港一般家庭收入
不高，几个家庭合租一套房子十分普遍，
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的容启亮偏偏兴趣
广泛，摄影、音乐、艺术……若要满足自
己的各种想法，就得自己动脑筋想办法
实现。

容启亮在少年时期对摄影产生浓厚
兴趣，更在其就读的中学创立了摄影学
会，成为第一届会长。然而，当时相机属
于奢侈品，并非一个普通中学生能负担
得起。

没有相机，怎么拍照？容启亮就捡人
家不要的镜头等器材，然后“造一个箱
子，找一块玻璃，下面安装一盏灯，就成
了一台相机。”以前拍照用的是胶卷，怎
么洗照片？“钻进床底下就是了。”他表
示，只要遇上感兴趣的事物，就算多困难
他都会坚持学习，他在小时候还学会了
拉小提琴。

容启亮成长过程中的资源匮乏，成
为激发他创意的“启蒙老师”，加上不轻
易放弃的性格，无形中造就了今天具备
科学家头脑和精神的他。“我年轻时对工
程非常感兴趣，但也没想过会走到现在
这一步。”他说。

1995 年，容启亮获俄罗斯邀请为和
平号空间站研制供航天员作精密焊接之
用的“太空钳”；2003 年欧洲的火星快车
任务，他获邀开发“岩芯取样器”；他为
2011 年中俄合作的探测火星任务设计
和研发“行星表土准备系统”。

“港产发明”两度登月

容启亮带领其团队研发的“相机指向系统”

于 1 月随嫦娥四号升空，实现人类探测器首次
月球背面软着陆。其实这已经是这款“港产航天
仪器”第二次参与国家探月任务。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大约 10 年前到访理
大，为“相机指向系统”的研发揭开序幕。容启亮
回忆说，当时该院的副院长向理大团队提出了

设计和研发这件航天仪器的技术要求。
“他们没有很仔细说要什么仪器或功能，
就由你去设计和研发，由你告诉他们这
件仪器是可行的。”

在没有既定蓝图的情况下，容启亮
和团队运用丰富的创意和创造力，花了
两年时间成功研发出“相机指向系统”。

“我们不光是制造一件仪器出来，每
一个阶段都要评审，通过了，然后才到下
一个阶段。”容启亮表示，他们在研发“相
机指向系统”的过程中与中国空间技术
研究院保持紧密合作。

2013 年，“相机指向系统”随嫦娥三
号在月球正面软着陆。这是国家探月工
程首次采用香港研发和制造的精密航天
仪器，它能协助拍摄月球图像和帮助控
制中心指挥月球车的活动。

接下来，容启亮和团队将参与嫦娥
五号的月球任务，以及国家稍后进行的
首次火星探索任务。

“终极挑战”——— 研发精

密航天仪器

位于香港理大校园内的“创新馆”专
门辟出一个展区，介绍该校在航天科技
方面的成果。银白色的“相机指向系统”
模型矗立在众多展品中，显得格外醒目。

“转动的角度要很准确，而且要靠不
同角度拍照，将两张照片叠起来，就能形
成立体的效果。”容启亮扶着他的心血结
晶，向记者示范它的操作方法和原理，脸
上流露着满意的笑容。

这件航天仪器从研究到制造均在理
大进行，设计十分精密。它重 2 . 8 公斤，
长 85 厘米、宽 27 厘米、深 16 厘米，安装
在嫦娥四号着陆器的顶端，能够垂直移
动 120 度、左右旋转 350 度，并可在月球
引力下正常运作。团队在研发过程中克
服了多项挑战，包括要使仪器抵御月球
低温、具备防震能力和抵抗冲击等。

容启亮十分重视他的研发品能否发
挥作用，他形容航天工程及其应用为“终
极挑战”。“如果(仪器)弹不上来怎么办？
所以不能出错，每一个程序，只要有一丁
点错误就操作不了。”他说，如果“相机指
向系统”不转动，360 度环拍的全景图就
没有了。

揭开月球背面的神秘面纱，那是一片崎岖
不平之地，嫦娥四号就着陆在许多小环形坑中
间，该处比嫦娥三号在月球正面的落区有较少
石块，显示可能暴露时间更久，年龄更古老。

“这是挺重要的仪器，国家都放心交给我们
做，显示国家信得过香港的科研。”容启亮认为，
国家对香港科研充满信心才委以重任。他坦言，
香港一向比较多引进别人的技术，很少有自己
研发的科技产品，在国家的支持下，相信香港未
来在航天等方面的科研发展将有更好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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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3 月 2 日电(记者董瑞丰)全
国政协委员、阿里原初引力波项目首席科学家
张新民 2 日说，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引力波探测
望远镜目前已经在西藏阿里地区建成观测仓，

预计将于 2020 年开启对原初引力波的追寻。

据张新民介绍，海拔 5000 多米的西藏阿里
大气透射率高、水汽含量少、环境清洁，能够很
好地避免信号干扰，为探测原初引力波开辟了
一个得天独厚的窗口。

“引力波探测望远镜各主要部件均已
进入详细设计阶段并部分投产，预期 2020
年完成研制并于当年冬季开始观测。”张新
民说，该望远镜将精确测量北天宇宙微波

背景偏振天图，探测原初引力波，探索宇宙
起源。

美国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LIGO)在
2016 年宣布成功探测到由双黑洞并合产生
的引力波，三位科学家次年即因此荣获诺贝
尔奖。此后，早期宇宙快速膨胀过程中诞生
的原初引力波，成为国际物理学界追逐的下
一个焦点。

“国家在基础科研领域逐步加大投入，不
仅让大科学装置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也为
广纳人才打下了基础。”张新民希望，通过建
设基础研究的一流基地、加强国际合作，把
阿里建设成为世界天文观测研究中心。

张新民委员：

海 拔 最 高 引 力 波 探 测 望 远 镜

预计明年开启追寻原初引力波

这是美国航天史上首

次由私营公司建造和运行

的 载 人 飞 船 执 行“太 空 的

士”任务 ，开启了商业航天

运输飞行和低成本空间探

索的新篇章

▲ 2018 年 12 月 8 日 2 时 23 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发
射嫦娥四号探测器，开启了月球探测的新旅程。

新华社记者江宏景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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