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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 力度
——航天永不止步

前仆后继，吾道不孤。
面对条件的变化、时代的发展，创新始终是中国航

天人不断取得成功的胜利密码。中国航天人敢于战胜
一切艰难险阻，勇于攀登航天科技高峰，让中国人探索
太空的脚步迈得更稳更远。

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工程总指挥、国家航天局局长
张克俭表示，在整个火星探测过程中，会遇到很多困难
与问题，甚至茶不思饭不想，非常痛苦。如果没有坚韧
不拔的精神，很难完成挑战。

这期间，一批又一批航天“追梦人”默默坚守、无私
付出，他们的力量支撑着大国重器奋勇向前。

——是他们，敢于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勇做含泪
奔跑的强者。

作为长征五号火箭的第一总指挥，中国航天科技
集团一院党委书记李明华是长征五号火箭走出困境的

“引路人”。2019年5月，长征五号火箭归零工作遇到
瓶颈，陷入巨大被动。此时，李明华临危受命成为型号
第一总指挥，上任后的当务之急是为火箭出现的问题找
到出路。在讨论改进方案的会议上，与会专家意见出现
分歧，他力排众议：“这个方案是我定的，出现任何结果，
特别是不利结果我负责！”长征五号最终涅槃重生。

——是他们，面对重重难关，却总说“越是难走的
路越要走一走”。

面对任务起点高、关键技术多、验证任务重、研制
周期紧等多重难关，火星探测器研制团队艰辛鏖战
1600多个日夜。

“越是难走的路越要走一走。”面对异常艰辛的攻坚
之路，火星探测器总设计师孙泽洲带领研制团队顶住压
力，攻克了一系列关键技术，完成了各项大型研制试验。

——是他们，把简单的事情做好，在平凡岗位上干
不平凡的事业。

徐铮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一院长征五号火箭发射
台检修恢复团队的一员，为了确保火星探测器如期发
射，徐铮和他的团队开启了超常工作模式：白天，他见
缝插针，与各个系统的其他工作巧妙配合、互不干扰；
晚上，他废寝忘食，每天工作到晚上12点以后。年近
50岁的他精力旺盛得就像20多岁的小伙子，让所有人
都对他刮目相看。

奔涌、向上，揽海巡天，探月牧火。一批又一批航
天人用成果践行誓言，用行动激扬梦想。

星辰，尽在眼前；梦想，触手可及。
按照计划，长征五号遥五火箭也将在2020年实施

发射，将“嫦娥五号”探测器送入地月转移轨道，完成我
国首次月球采样返回任务。2021年一季度，长征五号
B火箭将再次出征，执行空间站核心舱的发射任务。

“在艰难困苦中奋起，在奋起直追中磨砺，不管条
件如何变化，我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志气不能丢。
我坚信，中国航天的舞台必将更加宽广，我们探索宇宙
的步伐永不停歇。”见证并参与了我国多次重大航天发
射任务的航天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龙乐豪说。

新

“日月安属？列星安陈？”

7月23日，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探测器成功在中国文昌航天

发射场升空，正式开启了中国人自主探测火星之旅。

南海之滨，椰风习习，涛声阵阵，高温天气如同中国人探索太空的心情一般

火热。我们为什么要探测火星？在去往火星的征途上要历经哪些考验？面对

前所未有的任务挑战，中国航天人依靠什么力量创造出新的成绩？跨越2300

多年的“向天之问”，如今终于迈出关键一步。

据新华社电探索 高度
——天问正式启航
2300多年前，爱国诗人屈原仰望星空，以

《天问》提出177个问题，阐发对宇宙万物的理
性哲思。

2300多年后，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被
命名为“天问一号”，厚植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精髓，体现着跨越两千多年的不懈求索。

茫茫宇宙，火星是离太阳第四近的行星，大
小处在地球和月球之间，是太阳系中与地球最为
相似的行星，是一颗承载人类最多梦想的星球。

这一横贯千年的“天问”，既是真理之问、
信念之问，更是人类之问。

首次火星探测任务新闻发言人、国家航天
局探月与航天工程中心副主任刘彤杰表示，探
测和研究火星的出发点是为了提高人类对宇宙
的科学认知，拓展和延伸人类活动空间，从而推
动人类文明可持续发展。

回望我国火星探测的历史，早在“嫦娥一
号”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之后，业内专家即开始
谋划我国深空探测后续发展。

2010年8月，8位院士联名向国家建议，
开展月球以远深空探测的综合论证，国家有关
部门立即组织专家组开展了发展规划和实施
方案论证，多位院士、专家团队积极参与论证
工作，对实施方案进行了三轮迭代和深化，最
终于2016年1月正式立项实施。

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起步虽晚，但起点
高、跨越大，从立项伊始就瞄准当前世界先进水
平确定任务目标，明确提出在国际上首次通过一
次发射，完成“环绕、着陆、巡视探测”三大任务。

经过四年多艰苦攻关，研制团队按节点顺
利完成了探测器的模样研制、初样研制、正样研
制、大系统对接试验等工作，为探测器飞越深
空、到达火星提供了坚强支撑。

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工程副总指挥、国家
航天局探月与航天工程中心主任刘继忠表示，
通过首次火星探测任务的实施，我国将验证火
星制动捕获、进入/下降/着陆、长期自主管理、
远距离测控通信、火星表面巡视等关键技术，
为建立独立自主的深空探测基础工程体系夯
实基础，推动我国深空探测活动可持续发展。

“火星探测将是中国行星探测的第一步，
是深空探测领域从月球到行星的发展历程中
承前启后的关键环节，也是未来迈向更远深空
的必由之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天问一
号”探测器总设计师孙泽洲说。

新

飞出 速度
——“胖五”正式服役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题，一代人
有一代人的使命。“天问一号”任务是我国
独立实施的首次行星探测任务，开启了属
于中国人自己的行星探测时代。

从2007年首次探访月球起，我国深空
探测已走过13年时光，但一直没有对太阳
系内的其他行星开展过探测，主要原因就
是受到火箭运载能力的限制。

根据发射任务要求，长征五号遥四火
箭将托举探测器加速到超过11.2千米每秒
的速度，之后完成分离，直接将探测器送入
地火转移轨道，开启奔向火星的旅程。

当航天器达到每秒11.2千米的第二
宇宙速度时，就可以完全摆脱地球引力，去
往太阳系内的其他行星或者小行星。因
此，第二宇宙速度也被称为“逃逸速度”。

“此次发射火星探测器，是长征五号火
箭第一次达到并超过第二宇宙速度，飞出了
我国运载火箭的最快速度。”中国航天科技
集团一院长征五号火箭总设计师李东说。

此前，长征五号遥三火箭和长征五号
B遥一火箭连续发射成功，标志着长征五
号火箭已经攻克关键技术瓶颈，火箭各系
统的正确性、协调性得到了充分验证，火箭
可靠性水平进一步提升。

“此次执行应用性发射任务，意味着长
征五号火箭正式开始服役。”中国航天科技
集团一院长征五号运载火箭总指挥王珏说。

从人造卫星、载人航天、探月工程，到
摆脱地球引力，走向更远的深空，此次发射
无疑是中国航天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在航天领域，我们经常讲，一次成功
不等于次次成功，成功不等于成熟。”在王
珏眼中，承载着使命和光荣的“胖五”火箭，
就像他的兄弟一般亲切和熟悉。各方都对

“胖五”寄予厚望，“胖五”正式上岗，也意味
着更多新的挑战。

“从长五B首飞到我们7月下旬的首
次火星探测任务，间隔仅有两个半月。这
意味着在上次任务发射后，发射平台和地
面支持系统的恢复时间，相比原来我们计
划的进度要压缩30%以上。从火箭研制的
角度来讲，我们也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新速
度。”王珏说。

作为决定未来中国航天发展格局的型
号，长征五号是航天强国建设的重要支撑。
作为我国新一代运载火箭的主力，长征五号
的运载能力也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游戏规
则，高轨卫星一箭多星的时代正在到来。此
外，长征五号的关键技术对于支撑我国重型
运载火箭的研制也具有重要意义。

“今天，我们可以骄傲地说，中国的
‘大火箭’时代已经来临，中国航天将开启
新的篇章。”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一院院长王
小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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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测控大厅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测控大厅，，航天科技人员庆祝发射成功航天科技人员庆祝发射成功。。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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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着火星，出发
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正式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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