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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虹宇）中國工
程院院士、神舟飛船首任總設計師戚發
軔，今年已是88歲高齡，頭髮花白，聽
力也有所下降，但思維卻非常清晰，接受
訪問時對答如流。身體硬朗、精神奕奕的

他，究竟是如何養生的呢？他昨日接受記者訪問時表示，自
己年輕時在農村長大，曾吃過很多苦；而在清華大學讀書的
時候，校長要求他畢業以後要健康地為黨工作50年，所以
那時候有比較多的體育鍛煉和勞動，並兼顧德智體美勞的全
面發展。

他提醒現在的年輕人不要待在溫室裏，要到大自然裏去經
受挑戰。戚發軔說：「年紀大了以後，生活要規律，該睡就
睡，該吃就吃，不該幹的別幹，同時要有鍛煉。要管住自己
的嘴，要邁開自己的腿，為國家航天事業多作貢獻。」

戚老談養生：管住嘴 邁開腿
��

●●8888歲的戚發軔頭髮花白歲的戚發軔頭髮花白，，聽力聽力
有所下降有所下降，，但思維非常清晰但思維非常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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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家好）「經過一代又一
代航天奮鬥者和攀登者的接力和傳承，我國航天
事業從零起步，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弱到
強，走出了一條自力更生，自主創新的發展道
路。」中國航天科技集團企業文化部部長王亞軍
昨日接受媒體訪問時指，新時代的航天強國藍圖
正徐徐展開，未來將有一系列的航天任務開啟，
包括發射「嫦娥六號」、「嫦娥七號」、「嫦娥
八號」探測器，在2025年前後實施近地小行星採
樣返回等。
王亞軍表示，中國航天事業創造了如人造衛星、
載人航天、月球探測、火星探測等輝煌成就，向世
界展示了中國社會和中國力量，使中國人民和中華
民族真正挺直腰桿，特別是近年來「長征五號」系
列運載火箭成功首飛、「北斗三號」全球衛星導航
系統建成開通、「嫦娥五號」實現首次地外天體採
樣返回、「天問一號」火星探測器着陸火星、空間
站建設全面鋪開等，形容中國航天以一系列標誌性
工程，推動中國人探索太空的腳步更穩更遠，使中
國成功進入世界航天第一梯隊。

去年航天發射39次負載103噸
中國航天事業亦有亮麗的成績數據。王亞軍指
出，去年中國共開展了39次航天發射，發射航天
器總質量103.06噸，發射次數和載荷質量位居世

界第二。另外，截至目前中國已經先後研製了20
種型號的長征系列運載火箭，累計發射300多次，
可靠性、安全性和入軌精度達到世界領先水平。

下半年再送人進太空站
他表示，新時代的航天強國藍圖正徐徐展開，今
年下半年還將實施兩次載人航天工程任務、發射
「天舟三號」客運飛船、護送「神舟十三號」航天
員進入空間站；明年將發射兩個空間站實驗艙，要
建成長期有人照料的載人空間站。在月球探測領
域，將發射「嫦六」、「嫦七」、「嫦八」探測
器，進行月球極區環境資源勘察，月球極區採樣返
回等任務。2025年前
後，將實施近地小行
星採樣返回，和主帶
彗星環繞探測等。
在航天事業的新征
程上，王亞軍衷心希
望並歡迎與香港科研
團體繼續攜手，加強
合作，共同見證和推
動中國航天走向星辰
大海的光輝，為人類
航天文明作出更大貢
獻。

未來三次探月採樣返回

●王亞軍介紹了國家未來
航天工程的具體目標。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航天科學家團隊訪

港，受到香港市民熱烈歡迎，

他們亦親切地稱呼科學家們為

「 宇宙天團」，尤其大學的講座

被校方形容為曠久未見地氣氛熱

烈。多名專家團成員昨日在接受媒

體集體訪問時直言「熱烈程度是我

們沒想到的」，他們多次表示，歡迎港青加入航天隊

伍，學有所成後，為國家航天貢獻力量，並為有志成為

航天員的港青提供「貼士」，包括三大條件：需要強壯

的身體、良好的心理狀態，同時亦要具備相應的科學知

識，如是專業性強的科學家，更可帶着項目進入空間站

進行研究。而就今日即將與香港中學生互動交流，專家

們更希望當中有人能受祖國科研成就啟發，期盼「未來

在這些年輕人中可能會產生一個來自香港的總（設計）

師」。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虹宇、唐文

嫦四總監：巾幗優勢助協調團隊

●張熇表示，女性在整個
航天團隊中大概佔比四分
之一至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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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唐文）「嫦娥四號」探
測器項目執行總監張熇是本次航天專家團中為

數不多的女性，她
端莊自信，對航天
工作娓娓道來，是
現代事業女性典
範。張熇接受媒體
訪問時表示，新時
代下，「我們航天
團隊中，有女總
師、女總指揮、女
工藝師，生產環節
還有女操作大師，
女性在整個團隊中
大概佔比四分之一
至三分之一，數目

並不少；她們都在各自崗位上發揮了積極作
用，很多人都擁有幸福的家庭，要平衡家庭與
事業，沒有大家想像的那麼困難。」

「堅韌成就一番事業」
張熇1993年畢業於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當年

學習航天專業的女生很少，但她仍然堅持在這
條路上一直走下去，「事實證明，只要具有足
夠的知識儲備，性格堅韌，能夠適應航天工作
的工作強度，女性也能成就一番事業。」
「發射『嫦娥三號』的時候，我是副總師，
四號的時候，我升任執行總監，承擔了更多職
責，並最終在團隊合作下，圓滿完成了任
務。」她認為，相對男性，女性心思更為細
密，並有善於溝通的天然優勢，如果能夠利用
好這些優點，對團隊協調上會起到很大助力。

太空種子返地料陸續有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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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小津指，待建
成空間站後，就有
條件不斷將貨物運
上去，然後再通過
載人飛船運回來，
有機會獲得更多太
空種子。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航天科學家團隊昨日分兩場接受媒體集體訪問，圖為第一場，左起：趙小津、胡浩、龍樂豪、戚發軔、
王亞軍。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國家航天科學家團隊多名成員昨日在接受媒體集體訪問後，為
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題字。謝軍（右）寫下「加強與香港科技界的合作，為航天強國建設而努
力！」的祝願，孫澤洲、張熇在旁邊簽署。左為大文集團總編輯李大宏。 圖/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題 詞 與 港 合 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家好）太空旅遊成為
不少人心中的夢幻旅程。中國工程院院士、神
舟飛船首任總設計師戚發軔昨日接受媒體集體
訪問時表示，太空旅遊在技術上不難，但對中
國來說是需不需要做的問題。至於有關太空種
子方面，中國航天科技集團第五研究院黨委書
記、副院長趙小津指，待建成空間站後，就有

條件不斷將貨物運上去，然後再通過載人飛船
運回來，有機會獲得更多太空種子。

太空旅遊非能不能是做不做
被問及太空旅遊的可行性，戚發軔表示現時

美國有很多公司為了盈利而發展太空旅遊，但
太空旅遊並非像航天員一樣需要進入空間站長
期生活，而是「短暫的旅程」，在技術上不
難，但對中國來說是需不需要做的問題。
至於未來香港的年輕人和學生能否獲得更多

太空種子進行學習、研究和培育，趙小津指出
以往衛星搭載量只有百公斤，時間也只有幾
天，但當建成空間站後，空間站的運行時間是
十年到十五年，就能不斷地把貨物運上去，然
後再通過載人飛船運回來，而且未來可能會研
發貨運飛船，所以在獲得更多太空種子方面是
有可能的。

訪問中，中國航天科技集團五院黨委書記、副院長趙小津描述昨
晨「宇宙天團」於港大講座後的情形指，活動一直進行到中午

1時，無人離席，而講座結束後，同學們紛紛圍住龍樂豪院士提問並
合影，請求簽名。他轉述港大校方的說法指：「已經有很多年沒有出
現這樣的情形了，科學家到校園來，反應這麼熱烈、這麼受歡迎，而
且港大的學生都是自主報名，並非學校提要求入場，演講廳座無虛
席。還收到負責防疫的辦公室電話說：『你們不能超過防疫要求的人
數』」，直言「熱烈程度是我們沒想到的」。
探月工程三期總設計師胡浩認為港生提出的問題很專業，包括一些

內地來港深造的學生，對國家航天工程了解程度非常深，亦專業對
口。他歡迎香港青年加入國家航天隊伍，待他們學有所成後，為國家
航天貢獻力量。

空間站研究需要科學家
中國工程院院士、神舟飛船首任總設計師戚發軔則表示，實現「航
天夢」需要年輕人有一種夢想和信念，需要全國包括港澳的年輕人接
受相關的挑戰，完成航天任務，是天命，是社會給予的不可推卸的責
任。他強調指，國家將每年4月24日定為航天日就是為了銘記歷史，
激發香港青少年，崇尚科學，探索未知，培養敢於創新、傳承的精神
力量。
就不少港青對成為航天員的條件和要求非常好奇，戚發軔解答說，
想成為一名宇航員並不容易。航天員現在分為三種，第一種是駕駛飛
船，相當於「司機」；第二種是作為「乘客」，上到空間站；第三種
是進入空間站，進行科學研究。
他續說，能駕駛飛船的航天員，如楊利偉，相對要求會比較高，需
要強壯的身體，良好的心理狀態，如駕駛時遇到意外要不慌不亂，同
時亦要具備相應的科學知識，了解飛船。另外兩種航天員對於心理、
生理的要求相對不是那麼高，反而要求專業性強，相當於科學家帶着
項目進入空間站進行研究。他透露，科學家成為航天員的時間即將實
現，目前已選定北航博士生及兩位科研人員成為航天員，預計於空間
站建造完成後送他們上天，笑言「航天員並非高不可攀」。

科研工作看世界國家與人
此外，戚發軔亦勉勵港生，若有志從事科研工作，要記住四點：科研

工作要瞄準世界科技前沿、要服務國家主戰場、要滿足國家的重大需求
以及關注人民的健康。他寄語香港青年指，科研工作要瞄準世界科技的
前沿，香港多所大學世界排名較為靠前，在這方面具有獨特優勢；與此
同時，科研工作者要搞清楚國家的「主戰場」在什麼地方，因為科研成
果要服務國家的「主戰場」，青年多了解國家的需要，進一步融入國家
發展大局，便可為國家各方面的科研工作作出更大貢獻。

希望學生感受航天精神
北斗衛星導航系統工程副總設計師、「北斗三號」衛星首席總設計

師謝軍則提到，專家團今日會到多所香港中學與學生交流。他形容，
香港師生的熱情亦讓人難忘，「我們希望學生能更多了解祖國的科研
成就，感受航天人的精神，未來在這些年輕人中可能會產生一個來自
香港的總（設計）師。」謝軍並指，除一腔熱忱外，年輕人進入航天
業亦要做好嚴謹、一絲不苟的心理準備，「航天是一個風險非常高的
行業，不容一點閃失，但是看到自己參與的項目成功上天時，也會收
穫無以倫比的自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