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颗、第 颗北斗导航卫星
在轨运行图。
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供图

“奋斗者”号载人舱完成电子
束焊接。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供图

从空间站到月球、火星和更深远的宇
宙，再到马里亚纳海沟，科学探索的步伐从
未停歇，不断拓展着人类认知的新疆域。

在距离地球大约 400公里的太空，中国
空间站在那里静静运行，这是人类探索宇宙
的新高地。自 2021年天和核心舱发射以来，
中国科学院的科研团队成功把实验室“搬上
了太空”。他们牵头完成了生命生态实验柜、
流体物理实验柜、无容器材料实验柜、高精
度时频实验柜、高微重力科学实验柜等 14
个科学实验柜，形成了集约、高效开展大规
模空间科学实验的能力。
“中国空间站科学实验和应用试验阶段

性研究成果持续产出。”最近举行的中国载
人空间站 2024年空间科学与应用学术年会
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空间应用系统总设计
师、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副
主任吕从民带来了好消息。

据了解，科学家基于空间站返回样品，
已经在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
力流体物理等方向取得重要成果，在国际
一流期刊发表论文 300余篇。

在比空间站更遥远的地方———距离地
球约 40万公里的月球，科学家不断拓宽着
视野。中国科学院是国家实施月球与行星
探测工程重大专项的倡议者、发起者、组
织者和主要实施者之一。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欧阳自远等专家就共同完成了
我国第一份完整的月球探测可行性报告，
绘制出我国月球探测的第一张蓝图。2004
年中国探月工程正式立项，按照“绕”“落”
“回”三步走的计划推进。

如今，中国探月工程已走过 20 年历
程。从嫦娥一号拍摄全月球影像图，到嫦娥
四号实现人类首次月球背面软着陆，从嫦
娥五号带着月壤胜利归来，到嫦娥六号实
现世界首次月球背面采样返回，每一次突
破，都离不开中国科学院人的汗水与智慧。

2021 年 7 月 12 日，嫦娥五号任务第
一批月球科研样品正式发放。拿到样品后
半个小时，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
究所的科研人员立即启动集中攻关，53
个小时后取得第一个定年数据，7 天内完
成预期的实验分析，第 16 天投出第一篇
论文……

他们深知，全世界都在等着嫦娥五号样
品的研究结果，中国科学家能在拿到样品之
后很快、很好地取得研究结果，这本身就展
示出我国月球样品研究的学术实力。

为了这一刻，他们准备了十多年。“科
研工作者最大的荣耀，就是能够承担起国家

科技发展的重大任务。”中国科学院地质
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杨蔚表示。

中国科学院人的身影也留在了距离
地球上亿公里的火星上。天问一号环绕
器和“祝融号”火星车上的 9台有效载荷
是“中国科学院造”，助力我国首次实现
4亿公里 2Mbit/s码速率数传。
太空探索永无止境，中国科学院始

终走在前列。2011年，中国科学院部署
实施“空间科学战略性先导科技专
项”，这是我国首个以重大基础科学发
现为主要目标的卫星计划。

从我国首颗空间天文卫星暗物
质卫星“悟空”号到量子科学实验卫
星“墨子号”、综合性太阳探测专用
卫星“夸父一号”，再到大视场 X 射
线天文卫星“ 天关”（爱因斯坦探
针卫星）……在两期空间科学卫星
先导专项支持下，一系列不断开拓
空间科学新领域的卫星陆续升
空，对太阳活动、日地空间以及宇
宙天体爆发等进行多方位动态监
测与探索。

在中国科学院人的不懈努力
下，我国空间科学研究驶入快车
道，空间科学事业正走向世界舞台
中央，朝着 2050年成为世界空间
科学强国大踏步迈进。
在深海探测领域，中国科学

院同样展现了卓越的创新能力。
万米深渊曾被认为是海洋科考
的“禁区”，而挑战者深渊是地
球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的“极
地”。对这片漆黑、高压、低温
和地质运动活跃的“深海荒
漠”的探索，是海洋研究领域
的前沿之一。

2020年 11月 10日，“奋
斗者”号万米海试成功，不仅
创造了中国载人潜水器的新
纪录，还标志着我国具有了
进入世界海洋最深处开展
科学探索和研究的能力。

2022 年，在中国科学
院国际伙伴计划项目支
持下，中国科学院深海科
学与工程研究所牵头发
起实施“全球深渊深潜
探索计划”，开启了以中
国为主导的深渊科考国
际合作新模式。

科学引领，拓展认知新疆域1

2020年 7月 31日，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
正式开通，这是中国为全人类的进步发展作出的又
一伟大贡献。

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中国科学院全方位参
与了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研制建设，是参与
任务面最广、任务类型最多的部门，是北斗三号系统
研制建设和创新发展的主力军。

其中，10 颗中圆地球轨道卫星和两颗试验卫星
由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抓总研制；

国际领先的甚高精度星载铷原子钟由中国科学
院精密测量科学与技术创新研究院、上海天文台、空
天信息创新研究院等单位联合研制；

地面运控系统信息处理、时间统一和卫星激光
测距等任务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承担；

实时连续运行的北斗卫星导航空间信号质量、
导航时差和授时性能监测评估系统由中国科学院国
家授时中心建成；

统筹规划中国卫星导航学术交流、积极推动“北
斗走出去”的工作则由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
究院承担……

中国科学院人“自主创新、开放融合、万众一心、
追求卓越”的新时代北斗精神，铸就了“中国的北斗、世

界的北斗、一流的北斗”，为“建制化科研组织模式”提
供了成功范例，也为其他重大科研项目实施积累了宝
贵经验。

打造“国家太空实验室”的征途上，同样少不了
中国科学院这个“大兵团”。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
程与技术中心、国家授时中心、上海光学精密机械
研究所、国家空间科学中心、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
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沈阳自动化研究所、力学研究
所、工程热物理研究所等多家研究所都作出了重要
贡献。
“空间站天地协同科学实验支持系统解决方案”突

破了 20余项重大关键技术，为在太空顺利开展科学研
究奠定了坚实基础。具体包括 4.25Gbps空间高带宽信
息管理、高效数字配电及流体回路热管理、41载荷 /
结构承载比实验柜、1 秒时延人机协同天地遥控实
验，以及国际领先的空间站科学实验共用支持、高效
的复杂任务智能管控与数字支持等。

在科学家看来，中国空间站作为国家太空实
验室，为中国空间科学与应用研究带来了前所未
有的发展机遇。他们要担负起时代赋予的使命责
任，集智攻关、团结协作，为解决国家重大需求贡
献力量。

“大兵团”作战，彰显建制化优势2

③“祝融号”火星车
在乌托邦平原进行巡视
雷达勘测，揭示了该区
域精细地下分层结构和
物性信息。 邓俊绘图

②嫦娥五号玄武岩
与阿波罗玄武岩形成示
意图。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
地球物理研究所供图

①中国空间站国家
太空实验室。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
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供图

胸怀“国之大者”奔赴星辰大海
姻本报记者甘晓

“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多年来，
中国科学院人始终心怀“国之大者”，用超越个
人得失的担当，以实际行动践行了这句箴言。

在月球与深空探测任务中，当科学仪器被
送往太空后，如何遥控这些仪器、仪器获得的探
测数据怎样传回地球、这些宝贵的科学数据如
何管理和分析应用，就要交给月球与深空探测
地面应用系统（以下简称地面应用系统）了。

作为“嫦娥”的“大本营”，地面应用系统担
负制订科学探测计划和有效载荷运行计划的任
务。其团队是整个探月工程系统中“起得最早、
睡得最晚”的科研团队。

这些年来，从“月光族”到“火星人”，团队收
获了一个又一个的高光时刻。在这些高光时刻
的背后，20多年来，他们坚守时的寂寞超乎外
人想象。

地面应用系统副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国
家天文台研究员刘建军担任首次火星探测任务
地面应用系统总师。他还记得，2021年 2月 10
日，大年二十九，大家都在忙着过年。而按计划，
天问一号要在这天被火星捕获，进入环火轨道，
完成奔火之旅的“惊险”一步。任务成功的喜悦
让刘建军几乎忘记了过年的欢乐，连除夕也在
工作岗位上度过。
“能够把个人成长融入国家发展的大时代

中，我感到十分荣幸。”刘建军表示。
在“奋斗者”号的研制过程中，科研团队充

满斗志，以“不待扬鞭自奋蹄”的精神，不断自我
加压，在设计上精益求精。他们针对全海深载人
深潜的应用需求，提炼出控制精准、功能智能、
设计安全和小型化的设计目标，从源头开展创
新设计和科研攻关。
“研制的 4年间，我们整个团队为此拼搏奋

斗，挑战意志和体力的极限，个中艰辛只有经历
者才能体会。”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研
究员、“奋斗者”号副总设计师赵洋表示，“参与
‘奋斗者’号研制让我与团队把自己的奋斗、智
慧和国家重大科技需求紧紧联系在一起，让人
生在拼搏中迸发出更加绚烂的光彩。”
“有担当，真创新，谋跨越。”中国科学院微

小卫星创新研究院研究员、北斗三号卫星系统
首席总设计师林宝军常用这 9个字总结“北斗”
研发成功的经验。

他解释说：“什么叫‘有担当’？如果总是胆
小怕出事，就不会有今天的‘北斗’。‘真创新’，
就是一定要做‘从 0到 1’的颠覆性创新，才能真
正解决国家的重大需求。‘谋跨越’，就是我们要
建立自信，要有超越欧美、引领全世界共同发
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勇气。”

科技报国，行则将至。在未来的道路上，身
为“国家队”“国家人”，心系“国家事”、肩扛“国
家责”，矢志创新的中国科学院人将知重负重、
勇于担当，努力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
建设科技强国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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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科学院 年的历史上，每一页都留下了光辉的
篇章，与祖国同行，与科学共进。中国第一台现代电子计算
机、中国首台红宝石激光器、中国第一块集成电路、中国第
一台高速摄影机、首个航空发动机空心涡轮叶片……多项
“中国第一”的成果凝聚着中国科学院人的智慧和汗水。

作为高水平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年来，中国科学院
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开展坚苦卓绝的攻关，在探月与深空探

测科学应用、空间科学前沿探索、全方位支撑北斗卫星导航
系统建设、“奋斗者”号全海深载人潜水器研制和应用、国家
标准时间实现自主可控等方面取得了卓越的科研成果。
“嫦娥”揽月、“天和”驻空、“天问”探火、“悟空”“墨子”

遨游太空、“奋斗者”号探秘万米深海……中国科学院人奔
赴星辰大海，一项项成果的取得正是他们胸怀“国之大者”、
牢记国之重托、助力大国工程的缩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