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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全国两会

新华社电“今年我国航天发射次数将超过40次，
全年发射次数和数量将再创新高；多型长征系列火箭联
手共同开启的空间站建设任务，系我国航天史上首次。”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一院运载火箭
专家姜杰院士3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载人空间
站的建造，需要长征系列火箭首次进行组合式发射，
其中长征五号B运载火箭将发射空间站核心舱，长征
七号运载火箭将发射货运飞船，长征二号F运载火箭
将通过发射载人飞船将航天员送入空间站。

根据计划，我国将在今年开启空间站建设，先后
发射空间站核心舱，天舟二号、天舟三号货运飞船和
神舟十二号、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并完成交会对接
和相关在轨关键技术验证。

不同于以往，空间站建设是一个更为复杂和庞大
的系统，其中包括多次交会对接任务，这就要求火箭

必须完成“零窗口”发射，要求火箭在预先计算好的发射
时间，分秒不差将火箭点火升空。这对于新一代运载火
箭长征五号B和长征七号来说，是一项不小的挑战。

“这两型火箭都是低温动力的运载火箭，这个特
性就要求火箭的动力系统、控制系统等分系统的射前
工作准备非常可靠，在发射窗口之前不能出现任何差
错，从而确保火箭能够按时发射。”姜杰说。

按计划，我国空间站将于2022年前后完成建
造，一共规划12次飞行任务。2020年 5月长征五
号B首次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拉开了我国空间
站在轨建造阶段飞行任务的序幕，后续还将先后发
射天和核心舱、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进行空
间站基本构型的在轨组装建造；其间，规划发射4
艘神舟载人飞船和4艘天舟货运飞船，进行航天员
乘组轮换和货物补给。

据新华社电 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
面射电望远镜（FAST），已发现300多颗脉冲星。今年
4月1日至5月15日，将向全世界征集观测项目建议，7
月20日公布评审结果，8月开始安排FAST观测时间。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FAST科学委
员会主任武向平表示，“中国天眼”向世界全面开放，
彰显了充分合作的理念。武向平介绍，FAST综合性
能全球领先，极大拓展了人类观察宇宙视野的极限，
可以重现宇宙不同时期的图像，探测信号最弱的脉冲
星，不断扩展观测样本的数量。

1967年，人类发现了第一颗脉冲星；直到50年
后，中国人才用自己的射电望远镜FAST发现了第一
颗新脉冲星。武向平期待，未来5年这一数字能达到
1000颗，甚至能找到银河系外的第一颗脉冲星。

武向平还介绍，FAST脉冲星计时精度领先国际
水平4倍以上，有望在纳赫兹引力波这一全世界备受
关注的前沿科学探测方面取得重大突破。

“中国正迎来射电天文发展的黄金时期，我们要
利用这个宝贵的窗口期，做出重大的科学发现，为人
类探索和认识宇宙做出贡献。”武向平说。

“中国天眼”已发现300多颗脉冲星

将向全球征集观测项目建议

据新华社电 全球多方合作、人类有史以来最大
的望远镜——平方公里阵列射电望远镜（SKA），将于
2021年7月开始建设，预计2028年将建成10%的规
模并投入观测。

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院士、SKA中国首席科学
家武向平透露，SKA已从概念设计转向工程实施。

据介绍，SKA两个台址各自位于南非及南部非
洲8国、澳大利亚西部的无线电宁静区域，将分别由
分布在3000公里范围内的2500面15米到13.5米口
径碟形天线、250个直径60米的致密孔径阵列，以及
130万只对数周期天线组成的稀疏孔径阵列组成，其
等效接收面积达平方公里级，频率覆盖范围为50兆
赫至20千兆赫。

SKA总部位于英国，是迄今国际天文学领域最

庞大和最先进的设备，将由全球十多个国家共同出资
建造、运行、维护和管理，是一部超越国界的全球大科
学装置。2019年，包括中国在内的7个创始成员国
正式签署SKA天文台公约，2021年2月成立了平方
公里阵列天文台政府间国际组织。

武向平介绍，未来10年，中国SKA科学团队将
围绕宇宙再电离探测，脉冲星搜寻、测时和引力理论
检验等10个科学方向开展研究和攻关，在秉承国际
合作开展大科学研究的前提下，确立自己清晰的科学
目标和发展路线图。

同时，中国天文学家也正在以“中国天眼”
（FAST）为中心，构建中国射电望远镜网络大格局，以
灵敏度的绝对优势领先世界，为人类探索宇宙奥秘做
出更多贡献。

世界最大射电望远镜有望7月开建

新华社电“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一院
抓总研制的捷龙三号固体运载火箭已完成立项，预计
2022年进行首飞。”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航天科技集
团一院运载火箭专家姜杰院士3日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说。

姜杰介绍，“捷龙”系列火箭，是2019年中国长征
火箭有限公司面向商业航天发射市场推出的系列固
体运载火箭产品，包含捷龙一号、捷龙二号、捷龙三号
三型火箭。此前，捷龙一号火箭已于2019年8月成
功首飞，计划今年将再次完成发射任务。

“捷龙三号固体运载火箭于2020年底完成立项，
预计2022年上半年采用海上热发射方式执行首次发
射试验任务。”姜杰说。

姜杰介绍，捷龙三号火箭是“捷龙”系列中箭体直
径最大、运载能力最强、整流罩包络空间最大的一型
火箭。火箭采用四级固体串联构型，箭体最大直径
2.64米，起飞质量140吨，500千米太阳同步轨道运
载能力1.5吨，配备直径3.35米的复合材料整流罩。
捷龙三号火箭瞄准即将到来的商业卫星星座的大规
模组网发射需求，具备“一箭20星”以上的多星发射
能力，可将单位载荷的发射成本降至1万美元每公
斤，有性价比高、可靠性好、适应性强、履约周期短等
特点，市场竞争力强。

“捷龙三号火箭的研制立项将进一步完善中国商
业火箭型谱，助力我国商业航天发展。目前，研制工
作已全面展开。”姜杰说。

具备“一箭20星”以上多星发射能力

捷龙三号火箭预计2022年首飞

多型长征系列火箭
将联手助力载人空间站任务

新华社电 全国
人大代表、国药集团
国药控股董事长于清
明3日表示，国药集
团中国生物新冠病毒
灭活疫苗已投入规模
化生产，今年产能可
达到 10 亿剂以上。
通过持续扩充产能，
未来年产能有望达到
30亿剂。同时，国药
集团中生技术研究院
基因工程新冠病毒疫
苗（重组蛋白疫苗）也
取得重大进展，即将
开展临床试验。

目前，我国已有
4个新冠病毒疫苗经
国家药监局附条件
批准上市，应急批准
5 条技术路线共 16
个疫苗品种开展临
床试验，其中6个疫
苗品种已开展Ⅲ期
临床试验。

科技部公开发
布的信息显示，除灭
活疫苗外，我国正在
同步推进的其他4条
技术路线还包括重
组蛋白疫苗、腺病毒
载体疫苗、减毒流感
病毒载体疫苗和核
酸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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