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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熱情、真誠地歡迎

在港的同學參與航天工

程。同學可前往北京或

就近在香港理工大學容

啟亮教授、吳波教授的

團隊直接或間接的參與

都可以。

●如今我們自己的空間站

建成了，意味着未來還

有很多機會。希望有更

多人、更多項目能利用

空間站平台完成科研項

目；我們對國外都是開

放的姿態，對咱們港人

更是如此，有優惠！

談
港
人
參
與
國
家
航
天
事
業
：

●不管情況如何變化，自

力更生的志氣不能丟。

●在 1970 年 4 月 24 日，

「東方紅一號」衛星

用「長征一號」發射

成功了。從那開始起

50 多年了，在黨的領

導 ， 全 國 人 民 的 支

持，航天員努力，從

一無所有成為了航天

大國，現在正向着航

天強國邁進！

談
航
天
發
展
心
態
與
目
標
：

●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

個事業，要發展，要強

大，要超過別人，只有靠

自己，靠不了別人！

●一個人沒有愛，絕對不可

能把最寶貴的東西奉獻出

來……而最高尚的愛，

最偉大的愛是愛國家。愛

國，才能將最寶貴的東西

獻給國家！

●愛國不是高不可攀，不需

要拋頭顱灑鮮血，只要把

時間、知識、精力獻給你

的崗位、事業、國家，每

個人都能做到！

談
愛
國
與
貢
獻
：

●航天傳統精神──自力

更生，艱苦奮鬥；大力

協同，無私奉獻；嚴謹

務實，勇於攀登。

●「兩彈一星」精神──

熱愛祖國，無私奉獻；

自力更生，艱苦奮鬥；

大力協同，勇於攀登。

●載人航天精神──特別

能吃苦，特別能戰鬥，

特別能攻關，特別能奉

獻。

談
航
天
精
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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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舟之父」牽手「理大功臣」
今次「航天科學

家團隊進校園暨當
代傑出華人科學家
公開講座」由「神
舟之父」戚發軔昨

日上午在理工大學的報告揭開序幕，
講座開始前，多名專家組成的國家航
天「宇宙級天團」特別與理大代表合
影留念。
在拍照前的一刻，88歲滿頭銀髮

的戚發軔，特別將站在其左手邊、多
次參與「嫦娥」及「天問」工程的理

大講座教授容啟亮拉到自己身邊，然
後緊緊握住他的手，兩人牽着手直到
合影結束。藉着國家航天任務，讓內
地和香港科學家手攜手，內心也同樣
緊緊相連。
自2010年起，理大工業及系統工

程學系精密工程講座教授及副系主任
容啟亮多次帶領團隊，以卓越科研轉
化為尖端的工程應用技術，參與國家
航天工程。他先後為嫦娥三號、四
號、五號項目，以及火星探測「天問
一號」任務研製的機械臂採樣器、近

攝相機和表取初級封裝裝
置等設備，為國家航天作
貢獻。其中的表取初級封
裝裝置，更是成功採集今
次來港展出的月壤的重要
功臣，未來相關設備，還
會應用在2024年前後着陸
月 球 背 面 的 「 嫦 娥 六
號」。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虹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偉
大的事業鑄就偉大的精神。戚發軔在
昨日講座中強調，熱愛祖國、在國家
有特殊需要時作無私奉獻，這些航天
精神都尤其重要，「最高尚的愛就是
愛國。」他寄語大眾，和平時期每個
人都可以做到愛國，只要每個人把崗
位的工作做好，老師把課教好，學生
把學習學好，就是愛國；當國家有特
殊需要時，每個中國人都應「特別能
吃苦，特別能戰鬥，特別能攻關，特
別能奉獻」，為國家發展作出貢獻。

和平時期愛國非不可攀
「我們那一代人都有過因為中國落

後挨打受欺壓的慘痛經歷，所以都愛
國，都甘願為它的強大做奉獻。」戚
發軔1933年出生於遼寧大連，他憶
述，在抗戰尚未勝利前，大連曾被日
本侵佔，中國孩子常被日本小孩無緣
無故追打，直至新中國成立後才可堂
堂正正做中國人。
他強調那時的人都自發愛國，不用老

師去教，但年輕一代沒經歷這段歷
史，因此更要提倡、要弘揚老一代的
愛國精神，「一個人沒有愛，絕對不
可能把最寶貴的東西奉獻出來……而最
高尚的愛、最偉大的愛是愛國家。愛
國，才能將最寶貴的東西獻給國家。」

戚發軔認為，現在是和平時期，其
實每個人都可以做到愛國，「這不是
高不可攀，只要將自己的崗位工作做
好了，老師把課教好了，學生把學習
學好了，只要把時間、知識、精力獻
給你的崗位、事業、國家，我想這就
是愛國，我們每個人都能做到。」

立項艱難惟堅持作貢獻
他分享道，載人航天精神的核心，

在於國家有特殊需要的時候，中國人
應有「特別能吃苦，特別能戰鬥，特
別能攻關，特別能奉獻」的精神。他
憶述1992年中國載人航天工程立項
的時候，有句話叫「搞導彈不如賣茶
葉蛋」，儘管待遇太低，但當時還是
有一批人堅持下來，無私奉獻，不追
求個人利益，為載人飛船工程的成功
作出貢獻，令人敬佩。
在2003年沙士時期，當時正值要

發射「神舟五號」，戚發軔憶述疫情
對航天工作造成很大壓力，「上百人
天天要在航天城工作，萬一有人感
染，後果很嚴重。」因此當時凡是進
了航天城，管吃管住，但不能走，什
麼時候完成任務什麼時候走。他坦言
當時相關措施嚴格，但確實要顧全大
局，因此在國家需要的時候，就要有
攻關、吃苦的思想準備。

國家有需勇奉獻
做好本職皆愛國

�!3)� �!3)� 

導彈研發失敗印象深
港 生：您過去幾十年對國家航天事業做出巨大奉

獻，過程中應該有很多感動的深刻，請問

哪一件事讓您印象最深刻？

戚發軔：一生中既遇到艱難，亦有順利。影響最
深、有教育意義的是年輕時參與國家第一
枚導彈「東風二號」的研發，當時年輕沒
有經驗，沒有充分的地面實驗匆匆忙忙上
天了，導致計劃的失敗，給國家帶來重大
的損失。「失敗是成功之母，人不要怕失
敗。」一輩子永遠不會忘記。從那以後都
經過充分的地面實驗，做好準備。當進行
載人航天項目時，才能與航天員說：「你
上去吧，一定能回來。」

港人用空間站有優惠
港 生：香港年輕人對祖國的航天事業深感興趣，

請問香港的大學生是否有機會到祖國的航

天部門實習、學習，有什麼渠道申請？

戚發軔：祖國的航天事業需要各地的年輕人參與，
這次跟隨我們代表團的一起來港的航天青
年們，有五六個人都是在香港各個大學深
造畢業，學成後進入祖國航天科研單位，
在重要崗位開展工作的。我們熱情、真誠
的歡迎在港的同學參與航天工程。同學可
前往北京或就近在香港理工大學容啟亮教
授、吳波教授的團隊直接或間接的參與都
可以。如今我們自己的空間站建成了，意
味着未來還有很多機會。希望有更多人、
更多項目能利用空間站平台完成科研項
目，我們對國外都是開放的姿態，對咱們
港人更是如此，有優惠！一視同仁，都歡
迎！

航天員不能帶病上天
港 生：太空人會不會生病？一般會生什麼病？怎

麼處理？

戚發軔：航天員本身有很好的生理體質，應該是健
全的，希望不要帶病上天。當然不可能帶
幾個醫生上天，不過航天員有專門的醫保
系統專門負責監測他們的心臟系統等。另
外，載人航天做好充分的準備，「神舟十
二號」成功發射後，「神舟十三號」正準
備待命，如有緊急情況發生，十二號沒有
完成任務臨時需要返回，十三號隨時待
命。保護航天員的安全是我們最高的使
命。

未來派航天員上月球
港 生：下一步的航天計劃是什麼？

戚發軔：據我了解，中國在第二個100年，要成為世
界科技強國，完成幾項目標。對月球建立
物理的科考站，讓我們的航天員到月球上
去；對於火星，我們希望能從火星拿到樣
品回來；小行星、木星進行考察，有進一
步的了解及探測。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虹宇

昨日活動吸引數百名理大師生及科研人員到場，另邀請約100名
中學生出席，並有多個平台作網上直播。

現年88歲的戚發軔分享自1957年開始便參加航天事業，見證國家
從一無所有到發展成為航天大國，具備「進入太空」與「利用太空」
的能力，現在更向着航天強國邁進，作為「老航天人」深感榮幸。
戚發軔提到，自1970年首枚衛星「東方紅一號」成功發射至今逾

50年，國家在黨的領導，全國人民的支持，航天員努力，從一無所有
成為了航天大國，現在正向着航天強國邁進，而「進入太空」及「利
用太空」的能力都是必備條件。

進太空能力強過前面四國
對於「進入太空」的能力，戚發軔以其有參與研製的「長征一號」

和「東方紅一號」為例，「『東方紅一號』上天，讓中國成為世界上
第五個成功上天的國家，雖然是第五個，但不管從重量還是先進性而
言，都比其他四個國家都強。」他提到不論是前蘇聯、美國、法國、
日本，其衛星重量加起來一共是142公斤，中國的是173公斤，說明
中國進入太空的能力比他們強，而且法國和日本的衛星都曾各自因為
溫度沒控制好而損壞，中國衛星則一直正常工作。
此外，「長征五號」具備了25噸的運載能力，超越了美、俄、

日、歐的20噸能力，「這是一個大國的標誌，不比他們差，但我們
還面對着嚴峻挑戰，仍需繼續努力，所以說還需要朝着（航天）強國
前進。」

建空間站分三步基礎穩固
至於「利用太空」的能力，戚發軔介紹分三大類，一是各種各樣的

應用衛星，二是載人航天技術，三是深空探測。「每一個中國人都在
享受衛星帶來的好處」，戚發軔舉例如信息傳輸，人們如今安坐家
中，都能實時了解世事，靠的就是通訊衛星；又例如信息發布，國家
從「北斗一號」、「北斗二號」、「北斗三號」，分三步建立了覆蓋
全球、自主可控的北斗衛星導航系統，「沒有用國外的器件和材料，
做到這一點是很了不起的。」而且中國在軌工作衛星，數量上已經是
世界第二，成就斐然。
載人航天方面，戚發軔強調其最終目的是要建立空間站，分三步

走，「第一步是載人飛船階段，把人送上去工作一段時間，第二步是
空間實驗室階段，為建立空間站打下四大基礎」，包括出艙技術、交
會對接技術、補加技術和常駐技術。第三步就是建立空間站，「用
『長征五號b』運載火箭，把20噸重的核心艙送到天上去……今年還
有兩次，明年還有6次發射，去建立我們的空間站，完成這個任務，
打下進一步發展的基礎。」

中國已具備航天大國水平
他說，深空探測則是從探月起步，繞月飛行、落月探測、月球取樣

返回，「（取樣返回）是我們無人自主取樣，取回樣品最多的國
家。」「天問一號」探測器亦已經成功着陸火星，「所以中國在衛
星、載人、深空探測，都已經有作為航天大國的水平。」
戚發軔總結說，中國航天發展有三大日子值得銘記，分別是1970
年4月24日，中國第一顆衛星上天；2003年10月15日，楊利偉乘坐
「神舟五號」載人飛船到太空，並安全回到地球；2007年4月24日，
「嫦娥一號」脫離地球引力繞月飛行，分別象徵國家在衛星、載人、
深空探測領域的標誌性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國家為何要積極發展航天科技？
戚發軔介紹指，尋找資源是其中關鍵。原來太空蘊藏大量豐富資
源，能帶來便利之餘，更有望解決地球資源稀少的問題，為創造
人類美好生活帶來更多可能。為此世界各國都很重視航天技術，
期望最終能為地球服務。

瞄準太空三類資源
「按照科學家推算，地球上的石油和天然氣50年後就消費完

了，煤炭100年後也會用光，其他資源如水資源也很緊張……（要
應對）只有三條路：上天、入地、下海。」那麼，太空裏到底有
何資源？戚發軔介紹，總體涉及三類資源，分別是軌道資源、環
境資源、物質資源。
所謂軌道資源，戚發軔說，航天器上天以後就算是天體，必須

按天體力學的規律繞地球運行，軌道面會通過地心，而有用的軌
道其實有限且很珍貴。他舉例如「地球靜止軌道」只有一條，在
該軌道上的衛星，發射訊號可覆蓋地球三分之一；「太陽同步軌
道」則可讓衛星每天固定的時間回歸一次；「極地軌道」會通過
南極、北極，能在一定時間內把整個地球普查一遍，這些資源都
很珍貴。
環境資源，則是基於太空是無重力狀態。戚發軔說：「在無重

力情況下，人、生命、物質、材料的規律是什麼樣，這是地球難
以模擬的。」航天技術則可以在軌道上做到很多地球上無法做到
的研究。另外，太空的輻射環境，對人、生命、物質、材料又有
何影響或變化，也值得研究和利用，太空育種正是一例。
此外，太空有着豐富的太陽能，「在地球上太陽能有很多限

制，大氣層會令其衰減，陰天、晚上也不好用。」戚發軔指現在
所有航天器都充分利用太陽能，科學家更研究能否在軌道上建立
太陽能發電站，把太陽能變成電能，再想辦法送到地球上來，但
目前仍待解決載體問題。
至於物質資源，戚發軔指太陽系有八大行星，每個行星都有自

己的衛星，還有眾多小行星，「當中有否地球所稀缺的物質
呢？」他引述中科院院士歐陽自遠通過研究，預見月球上有一種
地球上非常稀少的東西「氦-3」，它可以人工可控發電，相當於核
原料，整個地球上只有幾百噸，而月球則估計有幾百萬噸，足夠
地球人類用上萬年。他又舉例一些小行星本身就是一個貴金屬
礦，也許可取代開礦，「所以人類最終的目標，就是要把宇宙搞
清楚，為人類以後生活更加美好創造條件」。

上天覓資源 盼服務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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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成就多項航

天里程，為進一步弘揚

以「愛國、創新、求實、奉獻、協同、育人」為核

心的科學家精神，激勵莘莘學子追求科學夢想。香港中聯

辦、香港特區政府、中國科學技術協會、紫荊文化集團主辦，中

國國家博物館、中國航天科技集團聯合主辦的「航天科學家團隊

進校園暨當代傑出華人科學家公開講座」活動，昨日在香港拉開

帷幕。首場講座在香港理工大學舉行，由中國工程院院士、神舟

飛船首任總設計師戚發軔主講《中國航天與航天精神》。戚發軔

在講座上分享了三大航天精神，分別為「航天傳統精神」、「兩

彈一星精神」、「載人航天精神」。他強調，一個人沒有愛，絕

對不可能把最寶貴的東西奉獻出來，最高尚的愛、最偉大的愛是

愛國家。在問答環節，他亦表明會熱情、真誠地歡迎港生參與國

家航天工程。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姬文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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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講座開始時播放介
紹國家航天進程短片，讓
理大中國語言學文學碩士
生史子弘熱淚盈眶，她
說：「對空間站成功對接非
常感興趣，想借這次機會增長
自己的見識，人這一生能見
到院士的機會屈指可數，
機會寶貴。」她表示，雖
然自己讀文科出身，但從
小對航天非常感興趣，小時

候會讀科學雜誌。她認為，戚
發軔分享自己年輕時經歷失敗但沒有氣
餒，汲取經驗往後緊記反覆進行實驗並成
功應用在載人航天項目的精神，很值得研
究生學習，對自己寫論文亦有幫助。
理大對外漢語教學碩士生于蕾表示，聽戚
發軔院士的分享，覺得很感動，印象最深刻

的是他提及應該有愛，才會去奉
獻，做航天工程有很

多困難，

但是愛國的精神讓他們無私奉獻，從沒有放
棄。她感歎道：「中國航天太不容易了，從
零開始起步，到今天有了現在的成果。」
理大工商管理碩士生陳雅靜表示，「神舟
十二號」的相關新聞近日在網上火遍半邊
天，自己亦有在網上查空間站相關資料，深
感「是特別了不起的工程」，知悉講座後覺
得一定要參與，見識一下航天工程的偉人
們。聽了戚發軔院士的介紹後，她明白到從
「東方紅一號」到北斗衛星定位系統，到
「天宮一號」是多麼不容易，中國航天工程
逐步在領先，非常期待未來中國航天事業的
發展，亦對理大參與國家航天項目感到自
豪。
三位理大生都表示，會爭取出席國家航

天專家團其他講座，亦對月壤稍後在港展
出有濃厚興趣，必定會到場參觀。
參加講座的培正中學陳同學說，宇宙好

大，非常有趣，希望從中知道更多。他提
到，對講座印象最深刻的是中國航天工程在
發展中遇到很多難關，要一一克服，就像自
己學習生活一樣，亦要渡過一個一個難關。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虹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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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人不言敗航天人不言敗 航天迷受鼓舞航天迷受鼓舞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特區行政長
官林鄭月娥昨晚在禮賓府歡迎航天
科技代表團訪港。她隨後在fb上載
合影，並發帖文表示，長征火箭、
神舟飛船、嫦娥探月、北斗衛星、
天問火星探測器等，都是國家航天
科技的主角，它們背後的傑出科學
家多年來為國家作出了重大貢獻。
林鄭月娥表示，代表團成員在訪港

期間會探訪大學、中學，出席公開講

座，並帶來百年中國科學家主題展覽
和月球土壤，大家不要錯過這個認識
我國航天科技的難得機會。
她特別提到，代表團中有兩位殿

堂級的科學家─龍樂豪院士和戚
發軔院士，他們分別是長征系列
火箭總設計師和神舟飛船首任總
設計師，兩位長者雖年過 80，仍
然積極參與國家的航天工程，實
在令人敬佩。

林鄭：勿錯過難得學習機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虹宇）昨日上午，「航天科學家團
隊進校園暨當代傑出華人科學家公開講座」活動首場講座在香
港理工大學開講。講座開始前，神舟飛船首任總設計師戚發
軔、長征系列火箭總設計師龍樂豪、北斗衛星導航系統工程副
總設計師謝軍、「天問一號」火星探測器總設計師孫澤洲、
「嫦娥四號」探測器項目執行總監張熇、探月工程三期總設計
師胡浩六位航天科學家集體亮相。
香港理工大學校董會主席林大輝表示，國家重大航天項目科

學家團隊的到訪，可以讓香港青少年近距離了解國

家的航天事業，學習航天精神，增強參與國家科研的熱情和興
趣，推動國家創新科技自立自強，實在是非常有意義和難得。
理工大學講座教授、參與嫦娥五號探測器「表取採樣執行裝

置」研發的香港科學家容啟亮表示，很高興見到內地科學
家訪港，希望今後可以繼續加強與內地的密切合
作，並拉動更多的年輕科學家一起
做好航天事業。

六科學家亮相 拉開講座序幕

●●戚發軔昨日在理大做首場演講戚發軔昨日在理大做首場演講。。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航天科學家團隊進校園暨當代傑出華人科學家公開講航天科學家團隊進校園暨當代傑出華人科學家公開講
座座」」活動昨日在本港拉開帷幕活動昨日在本港拉開帷幕。。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聽眾對演講報以熱烈掌聲聽眾對演講報以熱烈掌聲。。 中新社中新社

●●林鄭月娥在禮賓府歡迎航天科技代表團林鄭月娥在禮賓府歡迎航天科技代表團。。 fbfb圖片圖片

●●戚發軔戚發軔（（左三左三））與容與容啟啟亮亮
（（右二右二））牽手合照牽手合照。。 中新社中新社

●● 陳 雅 靜陳 雅 靜
（（左左）、）、于蕾于蕾

●●史子弘史子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