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載人航天
載人航天：：

••天舟七號貨運飛船
天舟七號貨運飛船

••神舟十八號載人飛船

神舟十八號載人飛船

••天舟八號貨運飛船
天舟八號貨運飛船

••神舟十九號載人飛船

神舟十九號載人飛船

探月工程四期
探月工程四期：：

••鵲橋二號中繼衛星
鵲橋二號中繼衛星

••嫦娥六號探測器
嫦娥六號探測器

（（20242024年前後年前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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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
中國重要航天發射

2024年1月2日 星期二A9 專 題

天宮將迎4飛船 有望誕港澳航天員
嫦六探月啟新程 肩負人類首次採集月背土壤任務

責任編輯：王孫云鶴 美術編輯：葉錦秋

期待廣納民間力量
點亮星辰大海之路

展望 之 航天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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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中
國嫦娥五號探測器從

月球取回 「最年輕」 的月球樣本，標誌
着中國探月三期工程圓滿完成。經過3
年多的準備，預計2024年上半年發射的
鵲橋二號中繼通信衛星將開啟探月四期
的大幕，正如 「鵲橋」 知名，這顆衛星
將助力月球背面航天器與地球間的通
信，為嫦娥六號及後續任務的實施奠定
關鍵基礎。

2018年，中國發射嫦娥四號，實
現人類航天器歷史上首次在月球背面着
陸。聯通地球與月球背面通信的，就是
鵲橋中繼衛星。隨着 「鵲橋」 衛星設計
壽命的到期，中國將發射更先進的 「鵲
橋二號」 衛星，繼續承擔地月之間通信
「牽手」 的使命。據報道， 「鵲橋二
號」 重1.2噸，天線4.2米，設計壽命8

年，計劃2024年上半年在文昌發射場使
用長征八號運載火箭送入地月轉移軌
道。鵲橋二號將為嫦娥六號、七號、八
號任務提供中繼通信服務。此外，鵲橋
二號還攜帶了3台科學載荷，分別是：
極紫外相機、陣列中性原子成像儀、地
月VLBI試驗系統。

嫦娥五號取回的月球樣本，因具有
特殊科學價值，被全球科學家追捧。在
不遠的將來，嫦娥六號將取回月球背面
的樣本，也將是人類獲得第一抔來自月
背的土壤，其科研價值更是不言而喻。

目前，嫦娥六號任務確定搭載了法
國的氡氣探測儀、歐空局的負離子探測
儀、意大利的激光角反射鏡、巴基斯坦
的立方星等4個國家的載荷和衛星項
目，這也將成為國際參與度最高的中國
航天重要項目。

關鍵基礎

探月大幕再拉開
月背取壤鵲橋先行

逐夢寰宇 2023
難忘瞬間

四次出艙創紀錄
•4月15日，神舟十五號
乘組完成第四次出艙活
動，刷新中國航天員單
個乘組出艙活動紀錄。

空間站首個春節
•2023年初，中國
空間站迎來建成後首
個春節。圖為1月21
日，神舟十五號乘組
3名航天員通過視頻
向祖國和人民送上新
春祝福。

乘組會師 「全家福」
•5月30日，神舟十六號載人飛船成
功發射，這是中國載人航天工程進
入空間站應用與發展階段的首次載
人飛行任務。神十五和神十六兩個
乘組在 「天宮」 拍攝 「全家福」 。

神十七發射成功
•10月26日，神舟十七號載
人飛船發射成功。此次任務
標誌着載人航天工程發射任
務實現30戰30捷。

仰望星空連港澳
•11月28日至12月3日，載人航
天工程代表團赴香港、澳門進行
為期6天的訪問。這是自2012年
以來，載人航天工程時隔11年又
一次組織的訪港澳活動。圖為航
天員王亞平與 「少年太空人體驗
營」 的同學握手。

2023年12月29
日，位於海南省文昌

市的海南國際商業航天發射中心一號發
射工位正式竣工。該項目的建成，標誌
着中國首個商業航天發射場在形成發射
能力過程中取得關鍵進展。

據統計，2023年中國民營商業火
箭累計發射15次（含試驗技術性發
射），其中僅有一發發射失利。與往年
相比，民商火箭無論是發射數量佔比，
還是發射成功率都有較大提升。民商火
箭搭載的衛星載荷，以及火箭發射的商
業性不斷凸顯，國人進入太空的成本進
一步降低。

觀察人士指出，2023年中央經濟
工作會議首次新增商業航天等表述，顯
示出中央對商業航天的支持力度進一步
加大。近年來，中國商業航天企業經過
大浪淘沙，技術路線不斷得到驗證，依

然屹立在市場上的企業實為難得。部分
民商火箭經過技術、成本等考驗已開始
走向商業化，顯示出非凡潛力。隨着民
商火箭的基礎設施例如商業發射場及相
關配套的逐步完善，民商火箭的發射將
更加便捷化，未來可期。

依照業內預測，中國民商火箭發射
數量有望在2024年更上一層樓，達到
接近20發的程度，雙曲線、天龍、谷神
星、智神星、力箭、朱雀等中國民商火
箭均有相關發射計劃。這不僅將為商業
航天市場帶來良性競爭，更有望在降成
本、控批產、提運力等火箭發射的關鍵
問題上探索出新的路線。

2023年，中國航天全年完成宇航
發射近70次，被認為是近年來航天發
展的新里程碑。在航天新技術方面，
運載火箭發動機研製等方面取得重大
突破；載人航天空間站、北斗導航等
重大工程，加快打造大型空間基礎設
施；遙感、通訊、氣象等與民生息息
相關的衛星升空，造福民眾。此外，
多國宣布參與中國探月、載人航天相
關項目，國際影響力不斷擴大。

中國空間站圓滿完成應用與發展
階段第一年的工作。在2023年中，天
舟六號貨運飛船，神舟十六號、神舟
十七號載人飛船發射升空；六名航天
員景海鵬、朱楊柱、桂海潮、湯洪
波、唐勝傑、江新林相繼進入空間
站，其中不僅有四名新航天員，還包
括首位載荷專家桂海潮。航天員們順
利完成多次出艙任務，進行太陽翼修
復等高難度動作，還進行了第四次
「太空授課」 ，繼續為全國小朋友們
帶來有趣的太空科普課程。

天舟升級鋪路空間站擴建
1月24日是中國空間站在軌1000

天紀念日，中國 「太空之家」 也將在
近期迎來天舟七號貨運飛船的對接，
為新一年任務 「打頭陣」 。今年將迎
來神舟十八號載人飛船、天舟八號貨
運飛船、神舟十九號載人飛船任務，
密集程度更勝往年。

官方公布的神舟十八號任務標識
顯示，神舟十八號載人飛船以徑向方
式對接在空間站T形結構下端，同時一

名航天員在太空作業，看似是在艙外
直擊交會對接的瞬間。這一中國載人
航天史上從未出現過的場景會否成
真，令人十分期待。

天舟貨運飛船已完成升級改造，
在2023年僅通過一次運送的物資就支
持航天員在軌工作一整年。2024年有
天舟七號、八號兩次貨運飛船發射，
令外界猜測是否與空間站未來擴建計
劃相關。 「計劃中的擴展艙段將上行
多個領域的空間科學實驗機櫃和艙外
實驗裝置，擴大應用規模，滿足空間
科學研究與應用新需求。」 中國載人
航天工程新聞發言人林西強表示，該
項目正進行方案階段研製工作。

陳冬：期待香港航天員加入
中國未來將發射與空間站共軌飛

行的巡天空間望遠鏡，開展廣域巡天
觀測。後續將適時發射擴展艙段，將
空間站基本構型由 「T」 字形升級為
「十」 字形。2024年的四次任務，也

將為空間站擴建工程奠定基礎。
中國第四批預備航天員選拔經過

初選、複選，已進入定選階段。此次
計劃選拔12至14名預備航天員，其中
包括來自香港、澳門的數名候選對象
進入到載荷專家選拔的最後環節。如
果通過定選，來自香港和澳門的載荷
專家可於今年進入航天員科研訓練中
心，開啟預備航天員之旅。中國航天
員大隊大隊長陳冬此前說十分期待香
港航天員快馬加鞭加入航天隊伍，為
祖國航天作出貢獻。

跟蹤報道多年中
國航天，我親歷過

「胖五」 火箭升空時壯美的時刻，也體
驗過航天人深耕戈壁灘的不易和堅守。
但是在這科技大變革時代，最深刻感受
還是創新發展的重要性。

航天從來都是 「大國遊戲」 ，但
SpaceX卻顛覆了遊戲規則。據統計，
2021年中國航天發射次數達55次，位
居世界第一。此後不斷增長，甚至2023
年達到近70次，但美國卻以110次左右
的發射數量反超，其中SpaceX貢獻96
次發射。這一年，SpaceX佔全世界火
箭成功發射數量的45%，發射的衛星數
量2514顆（SpaceX星鏈佔1948顆），
佔全世界的87%。這是近年來，中國航
天年度發射數量首次被SpaceX超過。

中國航天科技集團在公開平台刊文

指出，世界航天格局正在進行前所未有
的重整重構重塑。 「我們面臨着一方面
傳統模式和技術下局部差距在不斷縮小
甚至超越，另一方面新興模式和新技術
下許多差距在不斷擴大甚至加速擴
大」 ，文章認為，對標SpaceX，在發
展理念上、科研生產模式上、關鍵核心
技術上、質量效率效益上存在明顯差距
和不足，與在航天領域率先實現強國目
標還相去甚遠。

無論是國家隊還是民企，不妨進一
步打破壁壘、敢於創新。 「高大上」 的
航天工程已開始放下身段，在空間站低
成本貨物運輸方、載人月球車等方案徵
集中廣納民間智慧，相信這是一個中國
航天轉變發展思路的開始。期待有中國
特色的太空探索方案，可以點亮人類走
向星辰大海之路，走向更浩瀚宇宙。

良性競爭

商業航天紅火 民營火箭發射更便捷
記者手記

◀◀20232023年年，，中國載人航天成中國載人航天成
績亮眼績亮眼，，建成了自己的建成了自己的 「「太空太空
家園家園」」。。圖為圖為20232023年年1212月月2121
日日，，神舟十七號航天員唐勝傑神舟十七號航天員唐勝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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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4月24日，觀眾在航天展科普展區參
觀嫦娥五號返回器等實物。 新華社

▲2023年12月29日，觀眾在載人航天
工程成就展參觀運載火箭系統。新華社

資料來源：中國載人航天官網
新華社

中國航天值得期待，2024年
將更加精彩！中國空間站將迎來在軌運行
第1000天，神舟十八號、神舟十九號兩艘載人飛
船將運行新一批航天員進入國家空間實驗室，升級
版貨運飛船天舟七號、八號也將在此與空間站對接，國
家太空實驗室規模將進一步壯大。首批來自港澳的航天員
載荷專家即將出爐，進入訓練期。探月工程四期大幕拉開，
地月中繼衛星鵲橋二號先行升空，肩負人類首次採集月背土壤
任務的嫦娥六號有望啟程。商業航天瞄準中國版 「SpaceX」 不
斷前進。

大公報記者 劉凝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