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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中塞關係堪稱中非團結合作典範

「地面空間站」驗收運行 航天再添國之重器
模擬九大類空間環境因素 不受時空限制 減少安全隱患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王

欣 欣 、 于 海

江 哈爾濱報道）由哈爾濱工業大學和中國

航天科技集團聯合建設的「空間環境地面

模擬裝置」國家重大科技基礎設施項目27

日通過國家驗收，開始正式運行。這是中

國航天領域首個大科學裝置，「空間環境

地面模擬裝置，就是要在地球上建設一個

與真實宇宙空間環境相似的『地面空間

站』，相當於把空間站『搬』到地球

上。」空間環境地面模擬裝置常務副總設

計師、常務副總指揮、哈爾濱工業大學空

間環境與物質科學研究院院長李立毅教授

向香港文匯報記者介紹，這一「地面空間

站」可以綜合模擬真空、低溫、粉塵、電

磁輻射、電子/質子輻射、弱磁等九大類空

間環境因素，聚焦航天領域重大基礎性科

學技術問題，構建了中國首個空間綜合環

境與航天器、生命體和等離子體作用科學

領域的大型研究基地，為中國航天器的在

軌安全服役、人類的長期駐留以及人類對

空間特殊環境、極端環境的防控能力提供

幫助和支撐。

點點讚讚中國中國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2月28日下
午，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人民大會堂同來華進行
國事訪問的塞拉利昂總統比奧舉行會談。
習近平指出，中塞友好源遠流長，雙方在涉
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問題上相互支持，
在經濟社會發展領域高效合作，在世界和平和
發展等議題上密切協調，在抗擊埃博拉疫情
（港稱伊波拉疫情）、新冠疫情時共克時艱，
中塞關係堪稱中非團結合作的典範。中方願同
塞方一道，鞏固高水平政治互信，推進務實互
利合作，加強國際和地區事務協調，推動中塞
關係再上新台階。

中方：支持中企赴塞投資興業
習近平強調，中方堅定支持塞拉利昂人民走符

合本國國情的發展道路，願同塞方加強治國理政
交流，繼續相互支持彼此重大關切，維護主權、

安全、發展利益。中方願為塞農業、基礎設施建
設、人力資源等領域發展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和
支持，鼓勵、支持中國企業赴塞投資興業。雙方
要加強在聯合國安理會事務中的合作，共同維護
非洲和廣大發展中國家利益。歡迎塞方積極參加
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
攜手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習近平指出，中非人民命運與共。中國始終

把發展同非洲國家團結合作作為對外政策的重
要基石。中方將秉持真實親誠理念，加強同非
洲國家相互支持和友好合作，將支持非洲工業
化倡議、助力非洲農業現代化計劃、中非人才
培養合作計劃同非盟《2063年議程》、非洲各
國發展戰略緊密對接，把中國的發展、非洲的
發展、世界的發展進一步結合起來，推動中非
合作提質升級，推動世界走向和平、安全、繁
榮、進步的光明前景。中方願同包括塞拉利昂

在內的非洲朋友一道，辦好今年的中非合作論
壇會議，將中塞、中非友好發揚光大。

塞方：願同中方拓多領域合作
比奧表示，中國是塞拉利昂信任和依賴的朋

友，雙方始終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擁有深厚
傳統友誼。塞方感謝中方為塞經濟社會發展
提供的大力支持，高度讚賞中國共產黨領導
中國人民實現跨越式發展，推進民族復興。
中國經驗為發展中國家加快發展提供了深刻
啟示。習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對
促進全人類共同利益產生廣泛積極影響。塞方
恪守一個中國原則，堅定支持中方維護主權和
領土完整，支持中方維護自身核心利益，願學習
借鑒中國經驗，同中方加強共建「一帶一路」合
作，拓展基礎設施建設、貿易、教育、公共服
務等領域合作新空間，為塞中傳統友誼注入新

動力，推動塞中全面戰略合作夥伴關係進一步
發展。塞方願同中方加強在地區和國際事務中
的協調配合，共同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
會談後，兩國元首共同見證簽署共建「一帶
一路」、農業、經濟發展、落實全球發展倡議
等領域多項雙邊合作文件。
雙方發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塞拉利昂共和國
關於深化全面戰略合作夥伴關係的聯合聲明》。
會談前，習近平和夫人彭麗媛在人民大會堂
北大廳為比奧和夫人法蒂瑪舉行歡迎儀式。
天安門廣場鳴放21響禮炮，禮兵列隊致敬。
兩國元首登上檢閱台，軍樂團奏中塞兩國國
歌。比奧在習近平陪同下檢閱中國人民解放軍
儀仗隊，並觀看分列式。
當晚，習近平和彭麗媛在人民大會堂金色大
廳為比奧夫婦舉行歡迎宴會。
王毅參加上述活動。

同塞拉利昂總統比奧舉行會談 見證簽署多項雙邊合作文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欣欣、于海江 哈爾濱
報道）李立毅介紹，「地面空間站」工程兼具科
學研究與工程建設的特性，科研探索始終貫穿於
建設之中，需要不斷攻關、不斷調試、不斷改
進，有一些全球都很少碰觸的尖端科研難題，更
需要以「鋼牙啃硬骨頭」的勁頭，反覆進行研究
試驗。「在這裏，科研與建設實現了同步推進，
哈工大有關科研建設團隊聯合其他協作單位一起
攻克了多項關鍵核心技術。未來，『地面空間
站』還將在腦科學、生命健康、高端儀器研發等
方面發揮重要作用。」
「裝置建設的溢出效應非常明顯，圍繞空間環境
模擬的許多關鍵技術在建設需求牽引下得到突破。
目前，我們已累計申請國際和國內發明專利120餘
項。」李立毅介紹，國內外的科學家們已經迫不及
待地想要進入「地面空間站」開展科學實驗。
李立毅表示，空間環境地面模擬裝置既是國之
重器，也是科研利器。「未來，我們會努力把
『地面空間站』打造成空間科學、航天技術、物
質科學等領域最先進的技術研究與工程應用平
台，讓這套國之重器為加快建設航天強國發揮更
大作用。」

中國科學院院士、哈爾濱工業大學校長韓傑才
說，未來學校將不斷優化裝置技術指標，持續提高
裝置科學水平，並依託該裝置有組織地推進科學研
究和發現探索，努力揭示更多深層次科學規律，加
速形成更多自主知識產權技術，培養更多世界一流
科技人才，從根本上解決制約中國空間科學和航天
科技的「卡脖子」問題，為中國實現從航天大國向
航天強國的重大跨越作出新的貢獻。

已申請120餘項發明專利
科研與建設同步推進

據介紹，空間環境地面模擬裝置是「十二五」
時期開始建設的國家重大科技基礎設施之

一，位於哈爾濱新區。「空間環境地面模擬裝置建
設園區」大約有50個足球場大小，「一大三小」實
驗樓外表普通，裏面卻別有洞天。「一大」即空間
綜合環境實驗樓，「三小」即空間等離子體科學實
驗樓、空間磁環境科學實驗樓、動物培養室。

服務空間科學 提供科研環境
裝置的建成為構建形成中國地面物理模擬、在軌
實驗驗證和數值模擬仿真「三位一體」的天地一體
化空間環境與物質作用研究體系提供了核心平台，
為揭示空間環境下物質結構演化規律和耦合效應的
物理本質，服務中國航天器在軌可靠服役、人類長
時空間駐留、深空探測和商業航天發展等國家重大
空間活動以及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戰略需求提供
強大的技術手段和條件支撐，將有力促進中國空間
科學與技術領域原始創新水平的提升。

堅持自主創新 突破關鍵技術
「未來，許多需要抵達太空才能進行的實驗，
在這裏就可以完成。航天員們還可以在這裏體驗
和適應月球、火星等星球的表面環境。」李立毅
教授表示，相較於把實驗儀器設備搬到太空，
「地面空間站」既能節省成本、減少安全隱患，
又可以根據科學問題和工程需要設置特定的環境
因素，不受時空限制進行多次重複驗證，為全
國、全世界的科學家提供科研的環境和條件。

該項目從2005年開始論證，到正式通過驗收，
歷時18年，建設過程中堅持自主創新，突破了一
系列關鍵技術，各系統已全部投入試運行和開放
共享，服務了國內外多家用戶單位，支撐了中國
多款宇航電子元器件的研發和一系列國家重大航
天任務的實施，取得了多項標誌性成果。
由中國工程院院士、蘇州實驗室主任徐南平等

擔任聯合主任的國家驗收委員會一致認為，該項
目突破了空間環境模擬及其與物質作用領域的系
列關鍵技術，項目總體建設指標處於國際先進水
平，部分關鍵技術指標處於國際領先水平。

構建天地一體化國家空間環境
據介紹，空間環境地面模擬裝置通過模擬真
空、輻照、弱磁、等離子體等九大類空間因素，
在地面構建了國際上首個綜合環境因素最多，具
有原位/半原位動態測量分析能力，可實現材料、
器件、系統及生命科學領域多尺度、跨尺度環境
效應研究的綜合性研究裝置，為中國航天事業發
展及人類太空探索貢獻智慧和力量。
未來，大科學裝置將成為搶佔科技競爭制高點

的新策源地，從航天電子元器件檢驗到引力波探
測，從農業育種到生命科學實驗，越來越多的科
研攻關將在這裏展開。依託在軌運行的「天宮」
和空間環境地面模擬裝置等，構建天地一體化國
家空間環境與物質作用研究體系，帶動衛星製
造、電子信息、人工智能、新材料、生物醫學等
新興產業發展。

空間環境地面模擬裝置重要設施
空間綜合環境模擬與研究系統

能夠在地面模擬太陽系典型空間環境因素，包括
真空、高低溫、原子氧、空間粉塵、粒子輻照、
電磁輻射等，實現了同一空間多環境因素及其強
關聯效應和極端環境的地面模擬。

◆空間綜合輻照環境模擬系統：能夠在地面實現
真空、低溫、太陽/紫外電磁及帶電粒子綜合
輻照環境地面模擬。

◆月表環境模擬系統：能夠模擬真空、低溫、電
子輻照、紫外輻照、微米/亞微米級帶電粉塵
等月表多因素綜合環境及效應。

◆火星塵環境模擬系統：為國內首台直流引射式
低密度風洞，技術指標達到國際領先水平，平
台致力於火星表面塵暴環境的模擬。

◆高速粉塵環境模擬系統：是國內首台用於空間
高速粉塵環境模擬的大型裝置，技術指標達到
國際領先水平。

◆高能粒子輻照環境：模擬已完成300MeV質子
重離子加速器、器件高能離子輻照終端和多因
素耦合生物學輻照終端建設工作，並為多家科
研單位提供服務。

空間磁環境模擬與研究系統
能夠在地面實現亞納特級-亞毫特級、大尺度、
多功能的磁環境模擬。

空間等離子體環境模擬與研究系統
能夠在地面實現對近地空間和臨近空間等離子體
環境的模擬。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欣欣、于海江

◆27日，空間環境地面模擬裝置常務副總設計師
李立毅做講解，國家驗收委員會專家現場考察。

哈爾濱工業大學供圖

◆近地空間等離子體環境模擬分系統。 哈爾濱工業大學供圖

◆空間環境地面模擬裝置園區效果圖。
哈爾濱工業大學供圖

◆月表環境模擬系統。 哈爾濱工業大學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