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嫦娥六號探月嫦娥六號探月 港研採樣神器港研採樣神器

中國空間站神舟十二載人飛船任務圓
滿發射成功的第二天，剛剛從酒泉衛星
發射中心返回北京的趙小津（圓圖），
在中國航天科技集團五院（五院，下

同）接受大公報專訪。在空間站任務期
間，趙小津的另外一項重要活動，是率領五

院的航天科學家團隊前往香港，進入香港多所高校、中學講
述航天故事，並與香港科技界展開廣泛交流。這是近兩年兩
地航天合作的重要活動，也是新冠疫情發生後兩地啟動的最
大規模交流之一。

今年全國 「兩會」 期間，身為全國政協委員的趙小津提
出《向香港地區大力宣講航天精神》的建議，得到有關部門
的高度認可。建議指出，希望組建專題宣講隊伍，重點對香
港地區大力宣講進入新時代以來中國航天取得的重大成就，
講述成就背後的感人故事和蘊藏的航天精神，以此感染民
眾、引起共鳴，激發國家意識、民族認同和愛國熱情。

中國航天60年 包含港同胞支持貢獻
在香港展開航天合作交流活動，意義重大。 「中國航天

與香港有着深厚的緣分，香港特別行政區升起的第一面五星
紅旗和紫荊區旗，正是中國航天用返回式衛星搭載後贈送給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 ，趙小津說，中國航天首次進行的
國際商業發射，也是長征三號運載火箭為香港亞洲衛星公司
發射亞洲一號衛星。中國航天事業60多年發展所取得的巨大
成就，包含着香港同胞的熱情支持與貢獻。中國航天事業的
未來發展，還將繼續需要香港各界的大力支持與協作。進一
步加深中國航天與香港地區的深厚友誼，促進雙方更深入合
作的需要，十分關鍵。

趙小津透露，在後續的任務中，五院與香港理工大學容
啟亮教授團隊聯合研製的探月三期表取採樣機械臂採樣器、
近攝相機和表取初級封裝裝置，將在嫦娥六號上執行相應的
任務。據此前報道，嫦六擬瞄準2024年前後着陸月球背面
「南極─艾特號」 盆地內開展採樣返回和探測。

「通過展現中國航天的發展，香港民眾可以看到一個更
真實、更立體、更全面的中國。」 趙小津說，近年來，中國
經濟快速發展，國力不斷增強，國際影響力日益擴大。航天
事業的跨越式發展，就是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在高科技
領域的縮影和代表。

趙小津認為，航天精神，是在航天事業的工程實踐和風
雨歷練中凝結形成的。通過向香港公眾講述航天精神，將有
助於增強香港同胞愛國熱忱，讓香港在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中
實現更好發展，共同譜寫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時代篇章。

趙小津說，希望通過在香港地區展示航天成就、講述航
天精神，用航天科學知識、科學邏輯思維和科技創新精神，
啟發香港學子們的科學探索精神，培養創新創造的熱情。

嫦娥五號取回月壤，天問一號一步
「繞、着、巡」 探測火星，北斗導航全球
覆蓋，中國空間站迎來首批三名航天
員……中國航天正不斷刷新着人類探索宇
宙的紀錄。在航天科學家團隊即將赴香港
展開交流活動之際，全國政協委員、中國
航天科技集團五院副院長趙小津在北京接
受大公報獨家專訪，講述航天事業與香港
的不解之緣。 「香港地區的科研機構和科
學家，是十分優秀、令人信任的合作夥
伴，我們期待他們能夠積極來到航天重大
工程這個舞台，大展身手。」 趙小津透
露，五院與香港理工大學容啟亮教授團隊
聯合研製的探月三期表取採樣機械臂採樣
器，將在嫦娥六號上執行相應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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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記者 秦占國、劉凝哲北京報道

航天五院副院長講述國家航天與港深厚友誼航天五院副院長講述國家航天與港深厚友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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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趙小津講
航天人的故事

降火相機千錘百煉 香港團隊不負重託

中國人要上自己的國際空間站
—— 「國際空間站何

時輪到中國人上去？馬來
西亞人、泰國人，甚至日

本人、韓國人都上去過了，該到中國人了
吧！」

—— 「中國人要上就上自己的國際空間
站，上別人的不好玩。」

這是一段來自2009年8月網絡上網友的
提問和回答。近日，這則沉寂近12年的網上
問答突然火了。 「咱上面有人了！」 百餘人
陸續前去上述問答下打卡， 「我們做到
了！」 「我們要靠自己，也只有靠自己！」

觀察者網文章指出，人類離開地球開始
在太空生活，從宏觀視角看，具有極其重要
的歷史意義。神舟十二號載人飛船的成功發
射及中國空間站的首次入駐和20多年前國
際空間站的首次入駐具有相似的意義，
都代表了人類在太空的持續存在。

據報道，有美國民眾在社交媒體
上表示，他一度以為這次是美國或者
其他國家的發射任務，但後來發現，
這原來是中國的載人飛船。也有日本網
民表示， 「這是亞洲的驕傲。」 「對於全人
類來說是偉大的事業。」 中新社

特 稿

優化灣區布局 深化與港合作
趙小津表示，內地與香港航天合作有着

廣闊空間，隨着空間站、嫦娥六號、七號任
務的進一步開展，以及後續近地小行星取樣
返回、火星取樣返回任務等航天重大工程的
啟動，香港科學家將能夠更加廣泛、深入地
參與到國家重大航天工程合作中來。

近年來，國家大力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
設，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五院
在大灣區有着良好的發展基礎，並正在進一
步優化戰略布局，為在大灣區的框架下與香
港地區深化合作，奠定了良好基礎。

趙小津表示，香港地區的科學家參與國

家重大航天工程，有着明顯的優勢。香港擁
有不少全球排名非常靠前的知名大學和科研
機構，其科研人員科學技術強、創新熱情
高，在教育、基礎研發、國際影響力等方面
有明顯的優勢。

國家 「十四五」 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
標綱要中明確，要支持香港建設國際創
新科技中心。以香港理工大學為例，
該校為全球多個航天工程研發太空儀
器，在世界大學排名中十分靠前，具
有極強的研究實力。

大公報記者 秦占國、劉凝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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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學森
「我們五院的首任院長，國家傑出貢獻

科學家榮譽稱號獲得者、 『兩彈一星』 元勳
錢學森在幾經周折，踏上回國旅程的那

一刻，就立下誓言： 『今後，我將
竭盡全力，和中國人民一道建設
自己的國家，使我的同胞能過上
有尊嚴的幸福生活。』 回國後，
面對中國人能不能自己造出火箭
導彈的問題，錢老回答： 『有什

麼不能的⁈外國人能幹，中國人為
什麼不能幹？難道中國人比外國人矮一

截不成？』 他對新中國導彈和航天事業的發
展殫精竭慮、鞠躬盡瘁，把畢生所學都獻給
了深愛的這個國家。」

戚發軔
「戚發軔院士，是我們五院的第八任院
長。他是東方紅一號技術負責人之

一，幹了一輩子航天。1992年，
就在59歲馬上退休，可以安享晚
年的時候，國家把神舟飛船總設
計師和總指揮的兩副重擔交給了
他。可以說這是一件壓力巨大的
事情，因為載人航天人命關天，

萬一失敗，將是巨大的遺憾和壓
力。但是，即便這樣，他也沒有退縮，

毅然挑起重任，帶領研製團隊踏上飛天之
路。聽說這次要去香港，88歲的戚院士主動
提出參加，他說希望多跟香港學生交流，向
香港青年學子們講述真正的中國航天，為兩
地航天合作作出更多貢獻。」

楊宏
「楊宏是五院現任空間站系統總設計師。改

革開放初期，中國社會正由計劃經濟
向市場經濟轉變，當時流行一句話

『搞導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 ，
大批科技人員下海經商、跳槽到
外資企業。當年，面對 『獵頭』
公司的高薪誘惑，楊宏堅定地回
應， 『我要留下來給國家做點

事』 ，他放棄了很多去民營、外企
工作的機會，一心留下奉獻航天。」

航天科技集團五院是與香港合作最多的航天機構
之一，通過與五院的合作，香港科學家團隊參與到探
月及火星探測任務，為國家航天重大工程奉獻力量。
趙小津談起與香港科學家們交流的經歷，為他們奉獻
航天的精神深深感動。

趙小津表示，五院與香港理工大學，通過加強在
地外天體地形分析、空間精密機械技術等領域的合
作，不但構建了 「產學研」 結合的技術創新體系平
台，而且進一步促進了香港在科技方面融入祖國。

在談及與香港科學家交往的故事，趙小津說，理
工大容啟亮教授團隊，與五院聯合研製了嫦娥三號、
四號着陸器相機指向機構的輕小型相機雲台，嫦娥五

號表取採樣機械臂採樣器、近攝相機和表取初級封裝
裝置以及天問一號落火監視相機，都是按時保質完成
交付，在軌獲得很好的表現。 「比如天問一號的落
火監視相機為例，在不到3年的時間內要完成研
製交付，難度非常大，容教授每天都要及時協
調解決各類技術問題。」 趙小津回憶說，為確
保相機生產、加工、測試各個環節不出紕漏，
容教授團隊曾凌晨五點抵達零下十幾度的蘭
州、長春，來不及休息就立即進入實驗室跟進
試驗進度，有時甚至一天內往返北京和香港。試
驗最緊張的時候，一天只能睡兩三個小時。

大公報記者 秦占國、劉凝哲▲趙小津（中）視察航天任務。 受訪者供圖

▲圖為神舟十二號飛船飛行模擬
圖。 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