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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实施宇航发射任务64次，再创历史新高；中
国空间站全面建成，梦圆“天宫”；首次在月球上发现
新矿物“嫦娥石”，中国再添“太空印记”……过去一
年，中国航天以高质量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中国人
探索太空的脚步正迈得更稳更远。

2023年4月24日是第八个“中国航天日”，中国
航天日主场活动暨2023中国航天大会在安徽合肥举
办，今年航天日的主题是“格物致知 叩问苍穹”，意
在勉励广大航天人继续秉承“两弹一星”精神、载人
航天精神、探月精神和新时代北斗精神，怀着探索未
知的决心，加快航天强国建设，积极构建外空领域人
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广大公众特别是青少年，行而致
知、知而促行，不断探索宇宙奥秘。

在 2023中国航天大会商业航天产业国际论坛上，全球首
个商业化空间太阳能电站产业项目发布，未来“太空电网”将为
空间、地面甚至其他天体提供充足的清洁能源。为何要到太空
去建设太阳能电站？中国工程院院士段宝岩说：“地球从太阳
获得的能量，仅是太阳所发出能量的十六亿分之一，空间太阳
能电站不会受到黑夜、阴影等限制，并且在各轨道上都能发展，
它带来的效益将十分可观。”

作为这一设想的提出者，北京无限光辉公司执行总裁李涛
表示，该项目预计在2024年进行双星验证；2025年至2027年将
组建“空间电网”，预计通过 1个分布式电站，就能同时为附近
的10颗卫星进行足额供电；2028年至2030年，地面能量传输将
有望实现。

在本次主题展览中，不乏商业航天企业参展。位于北京中
关村“星谷”的银河航天公司就带来了最新研发成果——能一
箭多星堆叠发射的平板卫星。这款卫星的首发星预计于今年
第三季度发射。

该卫星外形看起来就像是一片金属板。“把卫星设计成这
种形态，是为了方便后续的多星发射和加速卫星互联网建设。”
银河航天技术专家金历群介绍。

这款卫星还拥有一片独特的“翅膀”。它所使用的太阳翼
是该公司自主研发的我国商业航天首款柔性太阳翼。柔性太
阳电池板厚度仅为 1毫米左右，轻薄的材料使其折叠后紧密贴
合，折起来的主体厚度还不到5厘米。

在主题展览中，最具“科幻”色彩的展品，莫过
于对未来月球科研站的设计。在大大小小的月球
环形山中间，科研工作站、能源中心、太空发射场
等建筑排布其间，可谓“五脏俱全”。

对月球科研站来说，能源中心是核心部分，月
球蕴含着多种清洁能源，首先便是丰富的太阳能，
每年到达月球范围内的太阳光辐射能量，大约相
当于地球一年消耗的各种能源所产生总能量的2.5
万倍。丰富而稳定的太阳能，将成为月球科研站
运转的重要支撑。

到月球去开展科研工作，是月球探测的核心
目标之一。科研人才在月球聚集，将围绕月球地
表探测、资源利用、基础建设及其他星球探测等领
域不断发力。月球上的“一天”很漫长，一个月昼
大约相当于地球上的 14天。因此，月球科研站还
贴心地规划了太空休闲中心，内部将布设多种太
空娱乐设施，为月球工作人员提供娱乐生活，也为
未来的太空旅游业打下基础。

要实现在地月之间往返，或未来到其他星球
中转，月面上的太空发射场必不可少。月表没有
大气，这有利于航天器发射，加上月球自身较小的
引力、发射升空可以借助地球引力等优势条件，航
天器只需达到每秒 1.8千米的速度，即可脱离月球
引力，航天器发射所需的能源和自身发射重量都
能减轻。

在本次航天大会上，“走向世界的中国航天”
主题展览，串起了中国航天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今年，我国商业航天领域也将持续突破，迎来多个

“首次”。
今年，中国航天发射任务仍将高密度常态化

举行，中国空间站转入应用与发展阶段，北斗三号
全球卫星导航系统还将完成3颗备份卫星的发射，
进一步增强系统可靠性。

现在，中国航天已经将视野投向了更深邃的
太空。在深空探测实验室展区，我国的“登月梦”

“飞天梦”蓝图正逐步变成现实。目前，我国探月
四期工程正在稳步推进。在“嫦娥六号”实现月球
背面采样返回、“嫦娥七号”实现月球南极原位科
学与资源探测后，“嫦娥八号”任务将初步构建起
月球科研站的基本型，并与相关国家、国际组织和
国际合作伙伴共同开展国际月球科研站建设。

我国对宇宙发出的“天问”也将继续。“天问二
号”的目标是一颗近地小行星2016HO3，将实现该
星的取样返回，并完成对小行星带中的主带彗星
311P环绕探测。再赴火星的任务则将由“天问三
号”承担，并且还将带回火星的“土特产”——实现
火星取样返回。“天问四号”将在发射后从金星和
地球“借力”，实现木星系探测以及行星际穿越探
测，最终抵达天王星。

在中国航天日主场活
动启动仪式上，国家航天局
和中国科学院联合发布了
中国首次火星探测火星全
球影像图。本次发布的影
像图为彩色，包括按照制图
标准分别制作的火星东西
半球正射投影图、鲁宾逊投
影图和墨卡托投影加方位
投影图，空间分辨率为 76
米，将为开展火星探测工程
和火星科学研究提供质量
更好的基础底图。天问一
号任务获取的包括影像图
在内的一批科学探测数据，
将为人类深入认知火星作
出中国贡献。

天问一号任务环绕器
中分辨率相机，于2021年11
月至 2022 年 7 月历时 8 个
月实施了 284 轨次遥感成
像，对火星表面实现了全球
覆盖。地面应用系统对获
取的 14757幅影像数据进行
处理后得到火星全球彩色
影像图。

科学研究团队通过火星
高分影像，识别了着陆点附
近大量的地理实体，国际天
文联合会根据相关规则，将
其中的 22个地理实体，以中
国人口数小于10万的历史文
化名村名镇加以命名，将中
国标识永久刻印在火星大
地，其中包括我省的古田县。

火星上有个“古田”

“天问四号”将抵达天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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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功能”月球科研站亮相

平板卫星可一箭堆叠发射

利用太阳能构建“空间电网”

2023年4月16日，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
征四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风云三号07星发射升空

2022年11月30日，神舟十五号航天员乘组与神舟
十四号航天员乘组太空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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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融号”火星车与着陆平台合影

中国首次火星探测火星全球影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