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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航天科

技要持續發展，年輕生力

軍投入和貢獻必不可少，香

港坐擁多所國際級高等院校，

正肩負培育人才重任，配合國家所需。因應今次國家航天科學家團隊訪港，理

工大學昨日下午舉辦「航天科技沙龍」，邀請航天專家謝軍、孫澤洲、張熇，與

一眾正於國家航天系統任職的優秀青年科學家參與，與校長滕錦光、相關教授及

香港科研界青年舉行座談，互相交流。會上，多名曾於香港學府升學進修的青年

科學家分享指，在港的學習經歷，不但讓他們豐富專業科技知識，更培育出國際

化視野，為自己參與國家航天事業打下堅實基礎。另有「九五後」代表分享昔日

於大埔工業區取得「航天初體驗」，自此與航天結緣，以「航天新血」身份投身

事業，為把祖國建設成航天強國而不懈奮鬥。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姬文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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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能夠以航天人的身份再次回港，心
裏既興奮又倍感親切。其實，我與航天
的結緣就是在香港。」中國航天科技
集團中國運載火箭技術研究院（一
院）總體設計部綜合主管王婧雨，
2017年於香港大學工業工程專業碩
士畢業，作為一名「九五後」，今年
也不過是她進入航天事業的第三年，

是國家新一代航天人。

在港實習與菁英共事
談及在港結下航天緣，原來王婧雨在碩士畢業後曾到大
埔工業區的香港亞太衛星公司企業事務部實習，過程中跟
很多衛星業的精英和專業人士共事，初次體會到航天工
作。翌年她回到北京，進入航天一院總體設計部工作。
王婧雨分享航天一院成立於1957年10月，是中國航天事業
發祥地，總體設計部則是國家「長征」系列運載火箭的總體設
計單位。「火箭的能力有多大，中國航天的舞台就有多大。」
她介紹運載火箭是人類航天活動的前提和基礎，是航天員進入
太空的「天梯」，不論衛星、飛船還是探測器，都需要運載火
箭的托舉，才能實現最終的飛天夢想。
「在入職的這三年間，每一年都在不斷見證中國航天帶
給我們的驚喜。」 2018年，國家航天發射次數達到38次，
年度發射次數首次榮登世界第一；2019年，「長征」火箭
高密度發射已實現常態化；2020年，「長三甲」系列運載
火箭成功進行了44次發射後，北斗組網順利完成，「長征
五號」系列也不負眾望，「五號B」成功首飛，在不到一年
的時間裏，圓滿完成「天問一號」、「嫦娥五號」和「天
和核心艙」的發射任務，「一型火箭」相繼完成了中國人
的火星探測夢、月球探測夢以及載人空間站之夢。王婧雨
強調，這些正是中國火箭的實力。

盼港青加入科研隊伍
她特別分享在去年9月至11月，自己以試驗隊隊員身份參

與「長征五號」遙五運載火箭發射「嫦娥五號」探測器的任
務，「70多天的發射場生活，我登上發射塔架，來到廠房，
跟隨專家和同事，親身經歷了『長五』遙五火箭從進場、總
裝、分系統測試、總檢查、垂直轉運到發射的全過程。」這讓
她確切感受到航天是一個複雜的系統工程，需要總體和分系統
的協調配合，需要每個崗位都秉持嚴慎細實的工作態度，將每
一個細節打磨到極致，把完美帶到天空。
「在火箭升空的那一刻，我覺得很感動，不僅僅是因為
這是我第一次親眼目睹它升空，更重要的是，在它的背
後，站立着十數萬航天人，用青春和奉獻，讓中國人的航
天夢越來越清晰。」王婧雨說，中國航天已經走過一甲
子，實現了從跟跑、並跑再到部分領跑的跨越。在國家航
天事業起步時，錢學森等老一輩科學家把個人價值融入國
家和民族的生存發展中，為航天事業奠定了堅實基礎，孕
育了強大持久的航天精神，激勵着一代又一代航天人。
作為新時代的航天人，王婧雨認為對老一輩航天人最好的

紀念，就是帶着他們身上最好的品質，更堅定，再出發，以嚴
慎細實的作風做好每一項工作，為把祖國建設成航天強國而不
懈奮鬥。她期望未來有更多香港青年加入，積極參與中國航
天重大科研活動，為祖國、為人類的進步添磚加瓦。

在港結緣航天
親歷火箭發射

「自2016年科大畢業後我加入錢學森空間技術實驗室，五
年來見證了我國航天快速發展，『墨子號』、『悟空號』、
『嫦四』、『嫦五』、『天問一號』、空間站核心艙、北
斗衛星導航系統、『神舟十二號』等，都圓滿完成了任
務」，中國航天科技集團五院錢學森空間技術實驗室高級

工程師李龍分享指，昔日於科大機械工程學系畢業，深知香
港在基礎研究的巨大投入。

不過，由於其主要研究方向是流體力學與傳熱學，李龍曾一度迷失，不知
該如何將成果應用於航天技術。幸在五院和實驗室各級組織的支持下，開展
了很多探索性嘗試，最後成功找到了一個適合自己專業範圍的研究方向。
目前，李龍正在和團隊致力於未來人類深空探測中行星基地的生保系統開

發，主要研究內容是基於多相反應裝置，利用光電催化手段，模擬地球上綠
色植物光合作用開展「地外人工光合成」應用基礎研究，將人類活動產生的
二氧化碳高效轉化為可以利用的氧氣和碳水化合物用於支撐持續深空探索任
務。現時已經完成兩套原理樣機的搭建，正在研製空間站應用載荷及針對月
球基地的適應性方案優化。
他說：「我想借自身經歷跟香港師生分享，在中國航天發展過程中，任何
研究方向其實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期望大家都能在這廣大舞台上綻放色
彩，為國家航天強國夢貢獻出自身力量。」

一度迷失方向 最終找回自我

「我國航天科技其實早就已
經走進千家萬戶，變成生活不
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國航天科

技集團五院通訊與導航衛星總體部
產品方案工程師李之宇昨日分享說，他當年在
香港大學唸電氣工程碩士課程，當時港大一位
老師對他影響深刻，「在授課時老師經常都
說，學習一項技術、知識時，必須知道它是怎
樣用的，可如何改變我們生活中的行為。」這
句話一直伴隨着李之宇現在的工作。

通信衛星再次改變生活
「我的職責是要架起『橋樑』，橋的一邊是航

天技術，另外一邊是廣大人民，我要做的就是讓
技術改變生活。」他強調航天科技跟生活息息相
關，最典型的例子是通信衛星，「因為有它，我

們才能收看如央視、
鳳凰衛視、奧運、世
界盃等豐富節目，進
而成就了一批知名的
電視品牌，這些電視

業務的發展全都依賴於通信衛星。」
他說，也許目前廣播電視業務沒有十幾年前

火爆，但在不久將來，通信衛星將會再一次改變
人們生活，「只不過這一次不是在家裏，而是在
飛機上和輪船上。」他介紹指，大家都知道手機
信號是由蜂窩小區的基站提供的，現在，人們把
這個基站架在了天上，稱為高通量衛星。
「這就是『亞太6D衛星』，它是我國現役最
強的通信衛星，它把可視地球範圍內分成了90
多個蜂窩小區，為客戶提供寬帶上網服務。」李
之宇說，亞太衛星公司的總部就在香港，他們一
個重要客戶是做飛機上網的，未來還會發射很多
高通量衛星，相信不久後，大家就可以在飛機上
或者是輪船、遊艇上看視頻、發微博、發朋友
圈，或者做跳傘直播、出海釣魚直播等等，必將
再次改變大家的生活方式。
他呼籲香港師生亦可一起探索

航天科技，讓未來生活更
加豐富多彩。

中國航天科技集團五院「天問一號」火星探測總
體主任設計師董捷雖然沒有在港求學經歷，但過去一
直與理大科研團隊緊密合作，充分了解本港科學家在探月
與深空探測領域的不同貢獻。
他總結理大與五院的合作領域，主要是集中在地形分析和精密機械兩個方

面，舉例如理大教授吳波和容啟亮，於探月及火星探測任務中均承擔了不同的
重要工作。
面向後續探月與深空探測任務，董捷介紹院方與理大已開展了前期的各項準備。例

如探月工程四期「嫦七」任務的探測目標聚焦月球南極，而月球南極具有極端光照條件
與地形地貌特徵。吳波團隊參與完成了月球南極88°S以上區域年累計光照率、典型位置
的光照連續性、典型位置周圍坡度分布等，為着陸區初步選擇提供了參考數據。
國家行星探測後續小天體探測任務中，則將開展小天體着陸與環繞探測並採集
樣品返回地球。針對小天體特有的表面地形無先驗信息、快速自轉等特點，吳波
正協助五院團隊開展前期理論研究，包括光學與激光敏感器參數設置、影像拍攝
方案設計、小天體旋轉等物理參數研究、三維形狀建模方案設計、仿真實驗驗證
等工作。
「我們在與容教授和吳教授團隊的長期合作中，深刻感受到他們面對工程任務
挑戰，始終堅持技術探索和創新，和我們五院團隊共同解決了工程上一些關鍵
問題。」董捷指院方接觸了大量年輕的香港本地優秀學生，他們滿懷激情，
熱愛科研，全力投入，為國家重大
工程貢獻了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讀港科大擴眼界 設計出口衛星
「我與航天結緣要從一粒『種子』說起。」中國航天科
技集團五院（中國空間技術研究院）國際業務部亞非工
作處主管王海嘯分享指，2003年10月一個午後，當時
高三的他跟同學走到學校小賣部，電視當時正播「神
舟五號」將楊利偉送上太空回到地球出艙的畫面，
「我們都很興奮，我還大喊了一句：『我也想去宇宙
看看！』航天就這樣在我心中埋下了一粒種子。」
於是，王海嘯在翌年高考，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北京航

空航天大學，畢業後到香港科技大學繼續進修。「香港是
一個兼容並包的城市，東西方文明在這個狹小的地方盡情碰撞，在香港的
幾年時間裏，除了專業知識，我最大的收穫是透過香港看到了世界，培養
出國際化的視野和格局。」

因應客戶減研製周期
有了這份經歷，王海嘯在2012年加入中國空間技術研究院，逐步踏上航天

國際化的道路，為推動中國航天走向世界出一分力。「當時我作為地面系統
設計師，參與了我國第一個出口的遙感衛星──委內瑞拉遙感衛星項目。」
他分享這類規模的項目正常研製周期約需兩年，但因應用戶的特殊要求，團隊

最終花17個月就完成了系統交付，「那顆星是以他們民族英雄『美蘭達』命名，
對國土資源普查、環保減災、城市規劃發揮了重要作用，和在這顆衛星發射四年
前，同樣由中國研製交付的委內瑞拉通信衛星一起，不斷改善當地人民的生
活。」在此過程中，他也深深體會到作為中國航天一員的使命感和自豪感。

期待與港人探索合作
「這些年我院的國際化收入也實現了穩步增長，我們正以更加開放的態度、包
容的胸懷迎接八方來客、尋求合作共贏。」王海嘯分享院方已與全球百餘家宇航
公司和空間研究機構建立了聯繫，成立了16個中外聯合實驗室和3個國家級國際
合作基地，開展了中巴資源衛星、中法海洋衛星、中意電磁衛星、中意空間站等
整星級國際合作項目，以及衛星部組件、共用基礎技術等引進與國際合作。
他表示非常期待與香港同胞一起，本着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則，不斷挖
掘新的合作內容，探索新的合作模式，共同打造產學研結合的合作機制，進
一步加深雙方合作，在中國人探索浩渺宇宙的征程中並肩攜手，為建設祖國
航天事業貢獻力量。

良師警言鼓舞 架起天地橋樑
攜手理大團隊
力讚港生優秀

●●理大舉辦理大舉辦「「航天科技沙龍航天科技沙龍」，」，邀請航天專家及兩邀請航天專家及兩
地優秀科研青年互相交流地優秀科研青年互相交流。。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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