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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4 日，在中国航天日主会场，国

家 航 天 局 正 式 公 布 中 国 第 一 辆 火 星 车 名

称：祝融号。

祝融是中国上古神话中的火神，三皇

五 帝 时 掌 火 之 官 。《礼 记》 曰 ：“ 孟 夏 之

月，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国家航天局

副局长吴艳华说，首辆火星车命名来自中

国传统文化元素，与我国其他航天器的命

名一脉相承，例如：“嫦娥”“墨子”“悟

空”“北斗”等。

“以火神的名字命名中国第一辆火星

车 ， 是 现 代 科 学 与 传 统 文 化 的 跨 时 空 融

合 ， 体 现 着 航 天 人 的 科 学 梦 想 和 浪 漫 情

怀 ， 彰 显 着 中 国 人 的 探 索 精 神 和 文 化 自

信。这也寓意点燃我国星际探测的火种，

指引人类对浩瀚星空、宇宙未知的接续探

索和自我超越。”吴艳华说。

2020 年 7 月 23 日 ， 我 国 首 次 火 星 探

测任务天问一号探测器在中国文昌航天发

射 场 正 式 启 航 ， 开 始 飞 向 火 星 的 漫 长 征

途。这是一次全球瞩目的航天探索。

吴艳华说，首次火星探测任务是我国

行星际探测征程的首次任务，将一次实现

对火星的“环绕、着陆、巡视”，这在国

际航天领域也是创举。

在 2020 年 天 问 一 号 探 测 器 成 功 发 射

之后，国家航天局探月与航天工程中心就

开始火星车全球征名活动，吸引广大公众

的参与。此次征名共收到有效提名 39808
个，全世界 38 个国家和地区参与。经过

初审，遴选出弘毅、麒麟、哪吒、赤兔、

祝融等 10 个名称，再经网络投票，结合

公众投票和评审委员会意见，最终确定了

“祝融号”这一名称。

据国家航天局专家介绍，我国首辆火

星车的高度有 1.85 米，重量为 240 公斤左

右。设计寿命为 3 个火星月，相当于约 92
个地球日。“祝融号”火星车将在火星上

开展地表成分、物质类型分布、地质结构

以及火星气象环境等探测工作。

今年 2 月 10 日，天问一号探测器成功

被火星捕获，顺利进入环火轨道。目前已经

通过多次成像完成预选着陆区高清影像数

据获取，后续将按计划开展着陆区地形地

貌、气象环境分析等工作，为 5 月中下旬，

天问一号探测器的着陆器与“祝融号”火

星车登陆火星作准备。

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总设计师张荣

桥表示，火星离地球最远超过 4 亿公里，

从地面上发送一种指令，探测器要在 23
分钟后才能执行，这给测量、控制带来了

新的难题。火星探测的关键环节非常多，

需要实现一系列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

吴 艳 华 透 露 ， 在 行 星 探 测 规 划 上 ，

除 了 天 问 一 号 计 划 今 年 5 月 着 陆 火 星 巡

视 探 测 外 ， 国 家 航 天 局 在 今 后 更 长 一 段

时 期 ， 还 规 划 了 三 次 行 星 探 测 任 务 ， 包

括 一 次 小 行 星 的 探 测 和 取 样 ， 一 次 火 星

的 采 样 返 回 以 及 一 次 木 星 系 环 绕 探 测 和

行星穿越探测。

吴艳华说，以嫦娥五号任务圆满成功

为起点，我国探月工程四期和行星探测工

程将接续实施。围绕月球探测主题，探月

工程四期总共包括四次任务，第一次任务

是嫦娥四号月球背面着陆巡视探测。第二

次任务是嫦娥六号，将进一步优化论证工

程目标和科学目标。

“规划当中还包括嫦娥七号和八号任

务 ， 我 们 准 备 以 此 为 契 机 ， 与 有 关 国 家

和 国 际 组 织 合 作 ， 共 同 论 证 初 步 建 设 月

球科研站的基本能力。”吴艳华说。

中国首个火星车有了名字：祝融号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邱晨辉

清华大学毕业，工作 15 个年头，张波

自我介绍时，往往极其简单：“我是干航天

的。”其他的，他便不再多说。

2006 年博士毕业后，张波进入中国航

天科工集团三院三十一所从事研究工作，

他的科研经历，恰好覆盖了《国家中长期科

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 年）》

（以下称《规划纲要》）的完整周期。

在 《规划纲要》“重点领域”的第 11
项，能找到他所从事的研究工作，但只有

两个字：国防。《规划纲要》 确定了载人

航天与探月工程等 16 个重大专项，而他

所 从 事 的 重 大 专 项 ， 就 在 那 个 “ 等 ” 字

中。是的，他的工作“只能做不能说”。

说起中国航天，人们往往更多关注的

是火箭发射的那一瞬间，或是嫦娥、神舟、

天问、玉兔、祝融等一个个“明星”航天器，

但对于这些航天器背后的研制人员和他们

所经历的种种，知之甚少。

“虽然我们承担的任务隐藏在‘等’字

背后，但是我们的精神却是‘等不得’的精

神⋯⋯一切只因国家需要。”4 月 25 日，在

中国航天大会“青聚秦淮”青年科学家论坛

上，张波和多位航天青年分享了那部分“能

说的”故事。

“紧张到喉咙都会被牵扯
着震动起来”

2020 年 12 月 6 日 5 时 42 分，嫦娥五号

上升器成功与轨道器和返回器组合体交会

对接，并于 6 时 12 分将样品容器安全转移

至返回器中。这是我国首次实现月球轨道

交会对接。

郑永洁是这次任务的负责人之一。作

为 航 天 五 院 502 所 嫦 娥 五 号 探 测 器 GNC
系统副主任设计师，他和团队为此奋斗了

10 年。

他至今记得，那一天凌晨 2 时 14 分，

是他最紧张、最激动的时刻：嫦娥五号上

升器与轨返组合体开始“牵手”，这是世

界上已知最难的一次空间交会对接，将要

开启人类环月轨道无人自主交会对接的新

纪元。

“美国人曾在阿波罗任务中进行过月

球轨道的交会对接，不过是由宇航员手控

完成的，此次嫦娥五号任务，则是国际首

次月球轨道无人交会对接。”郑永洁说。

在这次任务实施前，他胸有成竹，可

就在嫦娥五号转入自主飞行的那一刻，他

却一下不自信了，身旁的嫦娥五号探测器

副总设计师王勇也感叹，“压力一下就上

来了”。

“做过全物理试验的，不要怕！”这句

话，郑永洁本是在心里默念，却不自觉地

说了出来。

王勇副总师转过头来，冲他笑了笑，一

句话也没说，但笑容很温暖。

郑 永 洁 读 懂 了 他 的 潜 台 词 ：“ 你 说 得

对”。但他知道，现场所有人都跟他一样紧

张，只是又同样用理性说服自己。

他所说的全物理试验，是对研制攻关

结果的全面考核：在一个世界上最平的气

浮平台上，经过不计其数的失败、自我否

定 、 严 苛 的 推 演 、 讨 论 ， 最 终 ， 在 2015
年 6 月的一天，郑永洁所在的团队完成了

最后一组试验数据分析，各项指标均达到

预期效果。

“那一天，我们拥抱在一起，喜极而

泣！因为我们知道，攻关在这个时候已经

有结论了，这个试验能行，说明上天也就

没什么问题了。”郑永洁说。

时间回到 2020 年 12 月 6 日的凌晨，时

钟一分一秒地走过，3 个小时很快就过去

了，来到最后交会对接逼近段。这次月球轨

道交会对接的精度要求，即使算上曾经的

地球轨道类似任务，也是最高的一次。

在交会的最后阶段，郑永洁看着监视

相机里越来越大的上升器，每次喷气控制

引起的姿态晃动，他紧张到喉咙都会被牵

扯着震动起来，“5 米、3 米、1 米、0.8 米、0.6
米、0.5 米，我已经听不到周围的声音，好像

进入梦境一样，平日试验时总觉得慢吞吞

的靠拢过程，一下变得如此迅速，来不及检

查遥测参数，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已经到

达对接初始条件”。

当欢呼声传过来，郑永洁才骤然醒来：

对接成功了。

这是航天青年执行任务过程中的一个

缩影，看似波澜不惊，却又惊心动魄。

“为了强大而迸发令人难
以想象的惊人战斗力”

在 中 国 航 天 科 工 二 院 ，有 一 个 叫“ 穹

盾”的青年创新团队，这是我国某高科技领

域自主创新装备发展的领军者，有 200 多

名 成 员 ，一 半 以 上 是 高 工 甚 至 研 究 员 ，11
名拥有博士学位，169 名拥有硕士学位，35
岁以下青年占比超过 70%。

他们要攻克的技术是当前国际上最前

沿的尖端科技之一，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

要基石”，被称为“不允许失败的项目”。其

系统组成庞大而且复杂，过程环环相扣，摧

毁目标的过程，就好比投掷长矛，击中千里

之外一只极高速飞行的云雀，技术难度之

大可想而知。

中国航天科工二院二十五所的一名青

年设计师周宇旋说，面对性能指标极高、研

制周期极短、可借鉴经验极少的三个极限

条件，这支年轻的团队迸发出令人难以想

象 的 惊 人 战 斗 力 ：团 队 年 人 均 加 班 超 过

1200 小时 。在去年疫情冲击下，为了确保

项目进度，更有 103 名成员集中住宿，团体

隔离开展工作。

最终，这个团队奇迹般地实现了从原

型样机到工程装备的飞速跨越，突破了 5
项关键技术，形成 70 余项知识产权预期成

果，研制的装备达到“国内首创、国际领先

水平”，并且培养出一批青年领军人物。

为什么这么能战斗？不同的人给出的

答案可能有所不同，但有一个原因却是共

性的：那就是为了祖国的强大。

“祖国强大了，我们才更会被尊重。”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一院一部副主任设计师

徐倩说。至今，她还记得一段“屈辱”的

经历——

那是 10 多年前，她在国外留学的时

候，一个外国同事给她打电话，语气非常

不客气地说，“到我办公室来一下。”

然后，这位同事便用嘲讽的语气跟徐

倩说，看看这篇论文，简直和维基百科一

模一样。徐倩问，这是啥？同事说这是一

个中国学生写的论文。然后他就开始哈哈

大笑，笑声穿透了整个楼层。

徐 倩 用 “ 欧 美 学 者 抄 袭 现 象 并 不 鲜

见，不要以偏概全”与他辩驳，但这些声

音都淹没在刺耳的笑声里。

还有一次，这位同事看徐倩拿着移动

硬盘，不分青红皂白就指责道：“你是要

用它偷窃我们的研究成果吗？”

虽然是半开玩笑的语气，但这种偏见

对于自尊心极强的徐倩，伤害极大、侮辱

性极强。后来，徐倩用了 4 年半的时间，

通过努力证明了自己。

“ 我 不 知 道 ， 现 在 的 留 学 生 在 国 外 ，

受到的待遇如何。但我知道，只有强者才

能被尊重。”徐倩说。

她目前担任长征三号甲系列运载火箭

副主任设计师，这是长征系列火箭中的金

牌 火 箭 ， 还 有 “ 劳 模 ” 火 箭 、“ 北 斗 专

列”之称。她列举了一组数据——

从 1970 年 4 月 24 日 ， 中 国 发 射 第 一

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算起，第一个

100 发 ， 我 们 用 了 37 年 ； 第 二 个 100 发 ，

我 们 用 了 7 年 零 6 个 月 ； 第 三 个 100 发 ，

我们只用了 4 年零 3 个月。而第四个 100
发，预计在 2022 年完成，距离上一个 100
发，仅有 3 年之隔。

“中国航天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新

时代的使命，就是从大到强，保障中国在

未 来 空 间 探 索 和 国 际 社 会 上 持 续 的 话 语

权。”徐倩说。

“人活一辈子总要做点事
情，哪怕不能对外讲”

“提到坚守，我想问问在座的朋友们，

你们为了完成一件事，最长曾经坚守过多

长时间？1 年？5 年？还是 10 年？”周宇旋说，

她要讲的这个团队，他们为了自己研制的

型号能够取得成功，整整坚守了几十年。

2020 年 11 月的一天，在我国某试验

基地，一枚导弹带着橘色的尾焰从发射筒

中直射而出，转眼间只在天空中留下一条

长长的白色曲线。这时，对讲机里突然传

来 一 个 激 动 的 声 音 ：“ 成 了 ！ 我 们 成 功

了！” 在 外 围 的 试 验 队 员 纷 纷 跳 了 起 来 ，

激动握手，相互拥抱，一些头发花白的老

前辈们甚至抱成一团，哭得像个小孩子。

这个团队叫“御天长剑”团队，他们

负责的这个型号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任何

资 料 可 以 参 考 ， 完 全 要 依 靠 自 主 研 制 。

据 型 号 的 总 师 们 回 忆 ， 型 号 刚 开 始 研 制

的 时 候 ， 他 们 很 多 人 都 还 是 初 出 茅 庐 的

年 轻 人 ， 没 有 所 谓 “ 巨 人 的 肩 膀 ” 可 以

站 立 ， 只 能 凭 借 满 腔 热 血 和 对技术的执

着，从零开始一点点摸着石头过河，有时

候单是为了解决一个瓶颈问题就要花费一

年多的时间。

在周宇旋的讲述中，团队中有人一年

300 多天坚守在试验场，有人连续 12 年在

试验场过元旦，有人放弃了待遇更好的工

作机会，选择与型号共渡难关，有人本可

以退休在家安享晚年却倔强地选择继续苦

战⋯⋯去年新冠肺炎疫情还在最严重的期

间，团队为加快试验进展，逆向而行，成

为了科工集团第一支入驻试验场的队伍。

“最让人心痛的是，有天晚上大家开

完会刚刚回到办公室，就收到了噩耗：型

号发动机的主任设计师胡总，突发心脏病

去世⋯⋯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

之！”周宇旋说，这个团队用实际行动诠

释着“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真正含义。

张波所在的研究室，从事的是新型发

动 机 技 术 研 发 。 这 个 团 队 老 一 代 的 领 军

人，是已故的刘兴洲院士。让人既喜又悲

的是，刘院士的名气之大，不在于其真正

的核心技术，而在于从核心技术上衍生出

的“奥运火炬”。

“刘院士的一生默默无闻，为国家国

防事业作出的贡献少有人知晓，却因研制

奥 运 火 炬 而 广 为 人 知 ， 被 誉 为 ‘ 火 炬 院

士’。”张波说。

直到今天，张波还能经常接到一些退

休 10 多年的老前辈打来的电话，交流他

们退休在家自主开展科研工作的进展。有

的老专家腿脚不方便，眼睛看东西也非常

吃力，但仍然每天坚持看文献、写论著，

打 电 话 聊 起 工 作 的 事 情 就 一 下 子 来 了 精

神，滔滔不绝一讲就是一两个小时。

张波问这些老先生，为什么这么大岁

数 还 坚 持 工 作 ， 他 们 的 回 答 出 奇 一 致 ：

“人活一辈子总要做点事情，哪怕现在还

不能对外讲。”

航天青年讲述鲜为人知的成长故事——

惊心动魄的航天故事一箩筐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邱晨辉

小天体探测任务已进入工程研制阶

段、太阳系边际探测工程论证工作已经

启动⋯⋯4 月 24 日，中外航天界“最强

大脑”相聚中国航天大会主论坛，围绕

航天领域热点、难点，展开头脑风暴，

引起业内人士和社会公众关注。

小 天 体 探 测 ：国 际 深 空
探测的新热点

截至目前，我国已成功实现嫦娥四

号、嫦娥五号等月球与深空探测任务。

未来中国还将实施探月工程四期，小天

体探测、火星采样返回、木星系探测等

行星探测重大工程，与此同时太阳系边

际探测等任务已在论证之中。

“这其中，小天体探测任务是行星

探测重大工程的标志性项目，也是我国

航天强国建设征程的标志性任务。”中

国科学院院士、嫦娥一号卫星系统总指

挥兼总设计师叶培建说。

据他透露，我国小天体探测器方案

的 探 测 目 标 ， 是 一 颗 地 球 共 轨 天 体

2016HO3 以 及 小 行 星 带 中 的 主 带 彗 星

311P。

所谓小行星，是指太阳系内类似行

星环绕太阳运动，但体积和质量比行星

小 很 多 的 天 体 ； 彗 星 是 指 进 入 太 阳 系

内，亮度和形状随日距变化而变化的绕

日运动天体。

叶 培 建 介 绍 ， 上 世 纪 90 年 代 前 ，

世 界 各 国 对 小 天 体 的 探 测 均 为 飞 越 探

测。此后，全球共实施 9 次小天体探测

任务，其中美国 6 次、欧空局 1 次、日

本 2 次；小行星 6 次、彗星 3 次。

最近的一个动态是：美国“欧西里

斯”探测器计划今年 5 月踏上返回地球

的旅程。该探测器于 2016 年 9 月 9 日发

射，2018 年 12 月到达小行星“贝努”。

近距探测 1 年后，“欧西里斯”探测器

开展了一次“触碰采样”，确认采集到

样品，计划 2023 年 9 月抵达地球。

小天体保存着太阳系形成演化的原

始信息，是研究太阳系起源的活化石，也

是目前国际深空探测的热点、行星科学

研究的前沿。在叶培建看来，实施小天体

探测，在“开辟新疆域、揭示生命起源、推

动技术进步、开发天然资源、保护地球安

全”方面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地球在演化过程中，曾多次被小行

星 撞 击 ，每 次 都 带 来 灾 难 。在 叶 培 建 看

来，小行星探测技术成熟后，我国就有能

力在小行星飞临地球时，对其加以控制。

在 4 月 24 日中国航天日主场活动开

幕式上，国家航天局局长张克俭也提到

了小行星防御。他说：“站在新的历史

起点，中国航天将论证实施探月工程四

期、行星探测工程、建设国际月球科研

站和近地小行星防御系统，拉开新时代

探索九天的新序章。”

当然，小行星探测难度非常大。叶

培建从 4 个方面进行了分析：一是目标

特性不确定性大，附着与采样机构需适

应 性 强 ； 二 是 小 行 星 交 会 、 下 降 、 附

着、取样过程，需要高精度全自主导航

控制；三是超高速再入返回，需研制新

气动外形和防热材料；四是要模拟小天

体表面特性，确保地面验证充分。

“每一个新的任务都会面对巨大的

挑战，挑战越大，进步越大。”叶培建说。

太阳系边际探测工程论
证已启动

主论坛上，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

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主任王赤透露，

我国已经启动太阳系边际探测工程论证

工作。对太阳系边际探测的科学背景、关

键 科 学 问 题 和 探 测 科 学 目 标 做 深 入 分

析，旨在揭示日球层物理、太阳系演化、

恒星际物理等重大科学问题。

当天，王赤作了题为《太阳系边际探

测关键科学问题》的报告。他说，天体在

宇宙中运动时，迎着星际风方向的位置

好比“鼻尖”，顺着星际风方向的位置就

是“尾部”，抓住天体运动中的这两处特

殊区，就能以点带线、以线代面，抓住深

空探测的“骨架”，对天体的三维特性开展

研究。

按计划，太阳系边际探测工程将实现

无人区探索、日球层全貌、大行星掠影、太

阳系考古四大科学目标。其中，大行星掠影

将重点解释行星空间天气特征，木星及其

卫星是“鼻尖”方向，木星、海王星及其卫星

则是“尾区”方向。

“我国正从航天大国向航天强国迈进，

月球探测和深空探测需要科学和技术的双

轮驱动。”王赤表示，中科院每两年对公众

征集研究项目，如果项目观点成熟、经济可

承受、技术可行，中科院可以支持开展先导

研究，希望更多的科研工作者、航天爱好者

参与进来，集众人之力探索宇宙未知。

“空天航班”距离我们有多远？

在中国航天大会主论坛上，中国工程院

院士、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副总经理魏毅寅提

出，21 世纪以来航空航天技术的快速发展，

掀起了空天飞行研究热潮，将推动实现革命

性的空天航班、全球快速运输等工程应用。

何谓空天飞行器？魏毅寅解释，空天飞

行器是能够在稠密大气、临近空间、轨道空

间往返飞行的重复使用航天运输系统，将助

力人类实现自由进出和高效利用太空，按动

力形式可分为火箭动力和组合动力两大类。

和人们熟悉的火箭相比，空天飞行器

有何不同？魏毅寅总结四大优势：空天飞行

器的优势体现在“廉价”，重复使用降低发

射成本，高比冲提高运载效率；“安全”，无

抛射物，自主应急返航，应急着陆范围大大

增加；“便捷 ”，机场水平起降实现快速响

应，地面总装、维护保障更加灵活；“机动”，

临近空间机动飞行拓展发射窗口，升力式

再入返回提高着陆机会。

他说，鉴于火箭动力航天运输系统在

发射灵活性、使用便捷性、准备周期等方面

还有待提升，美欧也在同步推动组合动力

的水平起降空天飞行器发展。

当然，空天飞行面临的技术挑战也很

多。魏毅寅举例：以什么动力形式实现从地

面到轨道空间的全域高效飞行，以什么结

构满足结构轻量化与耐高温热防护，以什

么气动外形适应 0-25 马赫全速域飞行等

等，这些都是发展空天飞行器需要解决的

关键问题。他说，沿着“从攻克基础机理到

突破技术体系，再到空天航班工程应用”这

条发展路径，一步一难关。在陆续完成宽域

飞 行 技 术 验 证 和 临 近 空 间 宽 域 飞 行 试 验

后，才能形成空天运输能力。

展望未来，魏毅寅认为，加快推动空

天飞行器技术发展，人类实现自由进入太

空、建设太空信息港和地外天体基地的梦

想便不再遥远。

中国

要去小天体

还要去

太阳系边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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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5 日，在江苏南京举办的中国航天日科普宣传周暨“航天放飞中国梦”科普活动上，嫦娥五号月球样品，引发现场来访者关注。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邱晨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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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4 日是第 6 个中国

航天日，你知道我国有哪些

航天装备吗？你知道航天装

备又是如何诞生的吗？中国

航天科工集团第四研究院、

中国青年报社教育科学部联

合推出 200 秒短视频 《中国

航天日特别致敬！锻造国之

重器的那些事那些人》。

零距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