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航天史

中国航天史是从 1956年二月开始的，当时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向中央提出《建立中国国

防航空工业的意见》。 [1] 1956年四月，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航空工业委员会，统一领导了

中国的航空和火箭事业。

聂荣臻任主任，黄克诚、赵尔陆任副主任，航空工业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的航天事

业创业的开始。

中国航天发展的四大里程碑

（1）第一个想到利用火箭飞天的人——明朝的万户

14世纪末期，明朝的士大夫万户把 47个自制的火箭绑在椅子上，自己坐在椅子上，双

手举着大风筝。他最先开始设想利用火箭的推力，飞上天空，然后利用风筝平稳着陆。不幸

火箭爆炸，万户也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但他的行为却鼓舞和震撼了人们的内心。促使人

们更努力的去钻研。

（2）东方红一号——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

1970 年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 1 号”成功升空！成为了中国航天发展史上第二个

里程碑。

（3） 载人航天

2003 年 10 月 15 日，中国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升空，表明中国掌握载人航天技术，成

为中国航天事业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里程碑。

（4）深空探测-嫦娥奔月

2007年 10月 24日 18时 05分，随着嫦娥一号成功奔月，嫦娥工程顺利完成了一期工

程。

此后，神舟九号与天宫一号相继发射，并成功对接。

2016年 9月 15日 22时 04分 09秒，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成

功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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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资料

航天员简介

航天员——乘坐航天器进入太空飞行的人员为航天员，也叫宇航员。航天员有职业和非

职业两类，一般分驾驶员、任务专家和载荷专家，或指令长、驾驶员、随船工程师和飞行工

程师。最近出现了以旅游为目的的游客航天员。航天员是开拓太空之路的先锋，作为一名航

天员需要具有崇高的献身精神、高深的学识水平、非凡的工作能力、优秀的环境耐力、良好

的心理素质和健康的身体条件。

东方红一号卫星

重要里程碑

★里程碑之一

1970年 4月 24日 21时 31分，中国“东方红”一号飞向太空。这是中国发射的第一颗人

造卫星。

杨利伟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内

★里程碑之二

1987年 8月，中国返回式卫星为法国搭载试验装置。这是中国打入世界航天市场的首

次尝试。

★里程碑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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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 10月 15日，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升空；2005年 10月 12日，神舟六号搭载费

俊龙，聂海胜两名航天员升空。2008年 9月 25日 21点 10分 04秒 988毫秒神舟七号搭

载翟志刚，景海鹏，刘伯明三名航天员升空。

探月时代

★里程碑之四

2007年 10月 24日 18时 05分，搭载着中国首颗探月卫星嫦娥一号的长征三号甲运载

火箭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三号塔架点火成功发射。

嫦娥一号

★里程碑之五

2010年 10月 1日 18时 59分 57秒，嫦娥一号卫星的姐妹星嫦娥二号，在西昌卫星发

射中心发射升空，并获得了圆满成功。此次发射目的主要是实现下一步的月球软着陆进行部

分关键技术试验，并对嫦娥三号着陆区进行了高精度成像。

20 世纪航天发展

1956年 2月

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向党中央提出《建立中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

1956年 3月

国务院制订《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其中

提出要在十二年内使中国喷气和火箭技术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

1956年 4月

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航空工业委员会，统一领导中国的航空和火箭事业。聂荣臻任主

任，黄克诚、赵尔陆任副主任。

1956年 5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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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荣臻副总理向中央提出《建立中国导弹研究工作的初步意见》。五月二十六日，周

恩来总理主持中央军委会议讨论同意，并责成航委负责组织导弹管理机构和研究机构。

1956年 10月 15日

聂荣臻副总理就发展中国导弹事业向中央报告，提出对导弹的研究采取“自力更生为主，

力争外援和利用外国已有的科学成果”的方针。十七日，中央批准了这个报告。

1958年 1月

国防部制订喷气与火箭技术十年（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七年）发展规划纲要。

苏联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之后，中国一些著名科学家建议开展中国卫星工程的研究

工作。一些高等院校也开始进行有关学术活动。中国科学院由钱学森、赵九章等科学家负责

拟订发展人造卫星的规划草案，代号为“五八一”任务，成立了“五八一小组”，议定建立三个

设计院落。八月，第一设计院成立。十一月，迁往上海，改名为中国科学院上海机电设计院。

1958年 4月

开始兴建中国第一个运载火箭发射场。

1958年 5月 17日

毛泽东主席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指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

1960年 2月 19日

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试验型液体燃料探空火箭首次发射成功。九月，探空火箭发射成功。

1960年 11月 5日

中国仿制的苏联“P—2”导弹首次发射试验获得成功。

1962年 3月 21日

中国独立研制的第一枚中近程导弹发射试验失败。一九六三年一月，中国科学院成立星

际航行委员会，由竺可桢、裴丽生、钱学森、赵九章等领导，研究制订星际航行长远规划。

1964年 4月 29日

国防科委向中央报告，设想在一九七○年或一九七一年发射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

1964年 6月 29日

中国自行研制的中近程导弹再次发射试验，获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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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 7月 19日

成功地发射了第一枚生物火箭。

1965年

中央专门委员会批准第七机械工业部制订的一九六五至一九七二年运载火箭发展规

划。

中央专委责成中国科学院负责拟订卫星系列发展规划。

1965年 10月

中国科学院受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的委托，召开第一颗人造卫星方案论证会。

1966年 6月 30日

周恩来总理视察酒泉运载火箭发射基地，观看中近程火箭发射试验，祝贺发射成功。

1966年 10月 27日

导弹核武器发射试验成功。弹头精确命中目标，实现核爆炸。

1966年 11月

“长征一号”运载火箭和“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开始研制。

1966年 12月 26日

中国研制的中程导弹首次飞行试验基本成功。

1967年

“和平二号”固体燃料气象火箭试射成功。

1968年 2月 20日

空间技术研究院成立。

1970年 1月 30日

中远程导弹飞行试验首次成功。

1970年 4月 24日 21点 35分

“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发射成功。这是中国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卫星。毛泽东主席等领导

人于“五一”节在天安门城楼接见了卫星和运载火箭研制人员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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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 3月 3日

中国发射了科学实验卫星“实践一号”。卫星在预定轨道上工作了八年。

1971年 9月 10日

东风五号洲际导弹首次飞行试验基本成功。

1975年 11月 26日

中国发射了一颗返回式人造卫星。卫星按预定计划于二十九日返回地面。

1979年 1月 7日

远程导弹试验一种新的发射方式，获得成功。

1980年 5月 18日

中国向太平洋预定海域成功地发射了远程运载火箭。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电

致贺。六月十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庆祝大会，邓小平、胡耀邦、李先念、陈云、彭真、

徐向前等领导人出席，胡耀邦作重要讲话。

1981年 9月 20日

中国用一枚风暴一号运载火箭发射了三颗科学实验卫星。

1982年 10月 12日

潜艇水下发射导弹获得成功，回收舱准确地溅落在预定海域。中共中央军委发电致贺。

1984年 4月 8日

中国第一颗地球静止轨道试验通信卫星发射成功。十六日，卫星成功地定点于东经一百

二十五度赤道上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电致贺。三十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

行庆祝大会。

1986年 2月 1日

中国发射一颗实用通信广播卫星。二十日，卫星定点成功。这标志着中国已全面掌握运

载火箭技术，卫星通信由试验阶段进入实用阶段。

1988年 9月 7日

中国发射一颗试验性气象卫星“风云一号”。这是中国自行研制和发射的第一颗极地轨道

气象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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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 12月 25日

中国科学院海南探空火箭发射场成功地发射了一枚“织女一号”火箭，至此，中国低纬度

区第一次火箭探空试验圆满结束。这次为期两周的试验共发射了四枚火箭。

1990年 4月 7日 21点 30分

中国自行研制的“长征三号”运载火箭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把美国制造的亚洲 1号通信

卫星送入预定的轨道，首次取得了为国外用户发射卫星的圆满成功。

1990年 7月 16日 9点 40分

中国新研制的大推力运载火箭——长征二号捆绑式运载火箭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

成功，将模拟卫星送入了预定轨道。这枚火箭是由中国新建的大型航天发射设施发射升空的，

同时还为巴基斯坦搭载发射了一颗小型科学试验卫星。

1991年 1月 22日下午 18点 23分

中国第一枚一百二十公里高空低纬度探空火箭——“织女三号”在中国科学院海南探空

发射场发射试验成功。一九九四年二月二十二日，中国第一座海事卫星地面站通过验收。它

的建成填补了中国高科技的一项空白。

1998年 5月 2日

中国自行研制生产的“长二丙”改进型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成功。这标志着

中国具有参与国际中低轨道商业发射市场竞争力。

载人飞船

1999年 11月 20日，中国第一艘无人试验飞船“神舟”一号飞船在酒泉起飞，21小时后

在内蒙古中部回收场成功着陆，圆满完成“处女之行”。这次飞行成功为中国载人飞船上天打

下非常坚实的基础。

2003年，“神舟五号”搭载首位中国宇航员杨利伟前往太空；

2008年，“神舟七号”搭载三名宇航员进入太空，翟志刚完成首次出舱行走。

https://baike.baidu.com/pic/ä¸å�½è�ªå¤©å�²/5005717/0/cc11728b4710b912135f2e4dc3fdfc03934522e3?fr=lemma&ct=single
https://baike.baidu.com/pic/ä¸å�½è�ªå¤©å�²/5005717/0/1a94b36e231395e280cb4a35?fr=lemma&ct=single
https://baike.baidu.com/pic/ä¸å�½è�ªå¤©å�²/5005717/0/6648d73d9613ffff9e3d6232?fr=lemma&ct=single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E%8E%E5%9B%BD%E5%88%B6%E9%80%A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7%B4%E5%9F%BA%E6%96%AF%E5%9D%A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7%A7%91%E5%AD%A6%E9%99%A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AA%E5%8E%9F%E5%8D%AB%E6%98%9F%E5%8F%91%E5%B0%84%E4%B8%AD%E5%BF%83
https://baike.baidu.com/pic/ä¸å�½è�ªå¤©å�²/5005717/0/6398ecd319c2d5e7a8ec9a0c?fr=lemma&ct=single
https://baike.baidu.com/pic/ä¸å�½è�ªå¤©å�²/5005717/0/5d212aa89a364989ca130c07?fr=lemma&ct=single
https://baike.baidu.com/pic/ä¸å�½è�ªå¤©å�²/5005717/0/a6c7d7179cdea331c83d6d3e?fr=lemma&ct=single


神舟六号发射

神舟一号 1999年 11月 20日 第一次测试飞行，成功实现天地往返。

神舟二号 2001年 01月 09日 第一艘正样无人飞船。飞行试验的主要目的是对工程各

系统从发射到运行、返回、留轨的全过程进行考核， 检验各技术方案的正确性与匹配性，

取得与载人飞行有关的科学数据和实验数据。

神舟三号 2002年 03月 25日 飞行试验的主要目的是考核火箭逃逸功能、控制系统冗

余、飞船应急救生、 自主应急返回、人工控制等功能，这次任务载有模拟宇航员。

神舟四号 2002年 12月 29日 无人状态下全面考核的一次飞行试验，主要目的是确保

宇航员绝对安全， 进一步完善和考核火箭、飞船、测控系统的可靠性。

神舟五号 2003年 10月 15日 首次载人飞行，承载的宇航员是杨利伟，成功围绕地球

十四圈。

神舟六号 2005年 10月 12日 首次进行多人多天的航天飞行，承载的宇航员是费俊龙

和聂海胜。

神舟七号 2008年 09月 25日 首次承载三名宇航员进入太空，承载的宇航员是翟志刚、

刘伯明和景海鹏， 成功进行出舱活动（又称太空行走）。

神舟八号 2011年 11月 01日 由改进型“长征二号”F遥八火箭顺利发射升空。2011年

11月 3日凌晨，与组合天宫一号成功实施首次交会对接任务，成为中国空间实验室的一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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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舟九号 2012年 6月 16日下午 首次载人交会对接任务 3名航天员进入太空，景海

鹏、刘旺和刘洋（中国首位女航天员）。6月 18日下午，神舟九号成功与天宫一号目标飞

行器实现自动交会对接。6月 24日，航天员刘旺操作飞船顺利完成于天宫一号的手控交会

对接。标志着中国完全掌握了载人交会对接技术。

神舟十号 2013年 6月 11日 17时 38分搭载三位航天员飞向太空， 将在轨飞行 15

天，并首次开展我国航天员太空授课活动。飞行乘组由男航天员聂海胜、张晓光和女航天员

王亚平组成，聂海胜担任指令长

火箭发展

人造卫星

新中国建立后，领袖层明显地感觉到外来威胁的存在。因此国防科学技术的发展成为重

要的议题。新中国的航天史始于 1956年。那一年 2月，钱学森先生向中央提出了《建立中

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3月，国务院制订《1956年至 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

要（草案）》，其中提出要在 12年内使中国喷气和火箭技术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1956

年 4月，航天工业委员会成立。1956年 5月 10日，聂荣臻副总理向中央提出《建立中国

导弹研究工作的初步意见》。5月 26日，周恩来总理主持中央军委会议讨论同意，并责成

航委负责组织导弹管理机构和研究机构。1956年 10月 8日，钱学森又受命组建了中国第

一个火箭、导弹研究——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即现在的运载火箭研究院）。

1957年 12月 24日，一辆从莫斯科出发的专列抵达北京。车上除 102名苏联火箭技术

人员外，还有一份苏联“还给”中国的厚礼--两发 P-1近程地地导弹。在史书上记载着 200年

前，火箭故乡的中国康熙皇帝曾送给俄国沙皇两箱古代火箭；200年后苏联“老大哥”又将两

枚现代火箭送给了中国这位“小弟弟”。1958年 4月，开始兴建中国第一个运载火箭发射场。

东风一号火箭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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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 5月 17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发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号召，

掀起中国航天事业的第一个高潮。10月 20日，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在酒泉建立了中国第

一个卫星发射场。到了 1960年，正当中国仿制 P-2导弹的工作进入最后阶段时，中苏之间

关于意识形态领域的大论战开始了，被惹恼的赫鲁晓夫下令全部停止根据先前的协议正在进

行的对中国的援助。

中国的火箭，的的确确是逼出来的。

航天发展之初

就在苏联撤走专家 17天后的 1960年 9月 10日，中国第一次在自己的国土上，用苏联

专家认为会爆炸的中国自己生产的国产燃料，成功地发射了一枚苏制 P-2导弹。

而这时中国人按照苏联提供的图纸仿制出来的导弹，也开始进入最后的组装。人们把新

中国航天人自己制造出来的第一枚导弹命名为“东风一号”。

1960年 11月 5日上午 9时，中国第一枚仿制的火箭“东风一号”点火了。第一次引进弹

发射成功，第一发仿制弹也发射成功，“东风一号”成为压倒西风的前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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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二丙”改进型运载火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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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 3月 21日上午 9时 5分 53秒，东风二号在众望所归中点火升空。但是发射失

败。1964年 6月 29日，“东风二号”又开始发射试验。这次“东风二号”连续三发都取得了成

功。它标志着中国从此拥有了可以远程打击的导弹盾牌。

有人说，当初年轻的共和国在一片废墟上迅速挺立，靠的是两根支柱：一根是大庆油田，

一根就是“两弹一星”。邓小平说：“如果 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

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

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1964年，中国的科学家们起草了《关于人造卫星方案的报告》。4月 29日，国防科向

中央报告，设想在 1970年或 1971年发射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同年 6月 29日中国自行

研制的中近程火箭再次发射试验，获得成功。7月 19日，成功地发射了第一枚生物火箭。

1966年 10月 27日，导弹核武器发射试验成功。弹头精确命中目标，实现核爆炸。同年年

11月，“长征一号”运载火箭和“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开始研制。12月 26日，中国研制的中

程火箭首次飞行试验基本成功。1970年 4月 24日 21时 31分，中国自行研制的“东方红”

一号人造地球卫星飞向太空。这是中国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能独

立研制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国家。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的第一个里程碑。

1968年 2月 20日，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宣告成立，首任院长钱学森。

1971年 3月 3日，中国发射了科学实验卫星“实践一号”。卫星在预定轨道上工作了八

年。9月 10日，洲际火箭首次飞行试验基本成功。

1974年 11月 5日，“长征二号”首次发射时由于火箭上一根控制信号导线在巨大的震动

中折断，火箭在起飞 20秒以后姿态失稳。当看到自己创造的似乎有生命的心血结晶在一瞬

间变为烈火中纷纷坠落的残骸时，许多人几乎不相信眼前的现实，航天人流下了从不轻易流

的眼泪。距第一次“长征二号”空中爆炸近一年后的 1975年 10月 16日，第二枚“长征二号”

和卫星送达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当 11月 26日 11时 27分 52秒，火箭再次喷出火焰时，

这次火箭卫星不负众望。卫星发射三天后的 11月 29日 10时 53分，返回舱像一个听话的

孩子按照原计划与星体分离。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的第二个里程碑，同时，还创造了一个世界

航天史的奇迹：首次发射返回式卫星即回收成功。苏联是在秘而不宣地发射了几颗卫星后才

掌握了回收技术；美国虽是大大方方，却是发射到第 13颗卫星时才掌握该项技术。美国宇

航局局长 1979年来华访问时，参观了当年研制卫星的部分实验室和工厂。参观结束，他问

那些带他参观的中国人：“你们领我看的这些东西是真的吗？”

中国在发射了第一颗卫星之后不久，开始正式策划卫星通信工程。后来称为“331”工程。

这时人们发现手中现有的火箭派不上用场，必须研制新型能飞得更高更远的运载工具。

1977年 12月 28日，七机部下发了《关于改变“三三一工程”运载火箭名称的通知》，将火

箭的名称正式确定为“长征三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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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红二号”通信卫星又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货。与 14年前上天的“东方红一号”相

比，用途已从政治转为实用，它可以传送电视、电话、广播、数据等多种信息，作用可以覆

盖中国全部领土领海。与它同时诞生的还有大量的地面试验设备。

1983年一切准备就绪。一个庞大的试验队护送新的火箭和新的卫星来到新的发射场。

经过 3个多月的测试准备，1984年 1月 29日，新的“长征三号”火箭托举着东方红二号卫星

开始发射。

火箭起飞一切正常，顺利飞到四百多公里的高空。但意外出现了。故障原因很快被找到

并对方案进行了修改。就在这个时候，接到了上级领导的指示，整个发射队伍不撤回，尽快

发射第二发。这是中国航天史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大胆的决定。

4月 8日，第二枚长三火箭点火升空，顺利将卫星送入预定的椭圆轨道。但卫星进入椭

圆轨道仅是成功了第一步，还要利用星上的发动机把卫星一步一步推到距地球近 36000公

里的静止轨道上。

1984年 4月 16日 18时 27分 57秒，卫星定点在 125度的赤道上空，所有仪器工作

正常。中国人在地球之外 36000千米的高空放上了自己的第一颗通信卫星。

1986年 2月 1日，中国再次发射一颗实用通信广播卫星。20日，卫星定点成功。这标

志着中国已全面掌握运载火箭技术，卫星通信由试验阶段进入实用阶段。

太空发展时代

80年代，基于卫星回收技术上的空间试验成为各国热点。太空越来越成为一个巨大的

市场。1985年 10月，中国政府宣布，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将投入国际市场，承揽国内外用

户的商业发射任务。中国的航天事业从此进入了一个参与国际航天市场竞争，与国际太空发

展同步的时代。

1988年底到 1990年 1月间，在国际市场上 13个招标的卫星发射服务中，美国中标 3

颗，阿里亚娜中标 9颗，而中国仅中标 1颗。

机遇有时会不期而至。1986年，被称作世界航天史上的黑色灾难年。继 1月 28日发

生了震惊世界的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机毁人亡事件后。紧接着一系列的事故让世界火箭发

射市场几乎瘫痪。一时间，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卫星厂家和用户都着急起来。天上运行的卫星

寿命将尽，地上准备好的卫星排成长队等待发射，而阿里安火箭发射的日期尚不能确定。卫

星的制造商们想起了一年前曾被他们冷遇的中国火箭。

航天事业起步

其实在此之前，中国的对外发射服务已经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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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的 3至 4月期间，航天工业部代表团在美国进行了大规模的长征系列火箭的推

销活动。在十几天旋风般日程安排中，先后与十几家宇航公司进行了接触，连续进行了多达

24场的中国火箭宣讲。

1986年，在美国的著名的麦道公司的谈判室里，两名中方专家在舌战 13名美国技术

专家后，终于让美国人认识到中国人手中有真家伙，从此美方对中方的态度发生了 180度

的大转变，认真和尊敬起来。

1987年 8月，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的第九颗返回式卫星，为法国马特拉公司搭载

了两个微重力试验装置。卫星成功回收后，该公司的相关试验取得圆满成功，这是中国航天

界打入世界航天市场的第一次尝试。1990年 4月 7日，中国自行研制的“长征”三号运载火

箭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把美国制造的亚洲 1号通信卫星送入预定的轨道，首次为国外用

户发射卫星取得圆满成功。1990年 7月 16日 9时 40分，中国新研制的大推力运载火箭“长

征二号”捆绑式运载火箭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成功。1991年 1月 22日下午 18时 23分，

中国第一枚 120公里高空低纬度探空火箭“织女三号”在中国科学院海南探空发射场发射试

验成功。1992年 10月 6日，发射瑞典科学卫星，以“一箭双星”的形式将瑞典“弗利亚”卫星

送入预定轨道，圆满履行了中国发射外星的第一个合同。1994年 2月 22日，中国第一座

海事卫星地面站通过验收。它的建成填补了中国高科技的一项空白。

1998年 5月 2日，中国自行研制生产的“长二丙”改进型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

发射成功。这标志着中国具有参与国际中低轨道商业发射市场竞争力。

迄今为止，长征系列火箭已成功把多种试验卫星、科学卫星、地球观测卫星、气象卫星

和通讯卫星等送入太空，为巴基斯坦、瑞典、菲律宾、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提供商业发射

服务。世界上最大的商业卫星供应商美国休斯公司已与中国长城工业总公司签订了长期合作

协议。

新航天时代

火箭可以运载并发射卫星上天，而卫星又可以安全返回，这两项成果的取得为载人航天

打下了技术基础。除了显而易见的经济效益，载人航天的研制涉及到天文、医学、空气动力

学等数十个学科领域。它的成熟将体现一个国家的综合科技水平，关乎一个国家在太空时代

的生死存亡。

人类载人航天已有 42年历史（1961前苏联实现世界首次载人航天），中国载人航天

工程在 1992年正式启动后仅用 7年时间就突破了航天最高技术。

1999年 11月 20日 6时 30分 7秒，中国第一艘试验飞船“神舟”一号首发成功，中国

成为继美、俄之后世界上第三个拥有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在完成了 21个小时的空间科学

试验后，于 21日 3时 41分成功着陆。“神舟”号试验飞船的成功发射和回收，成为中国航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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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的又一里程碑。成功的日期 1999年 11月 21日，离这一年结束的日子只有一个月零 9

天。在 7年时间里每天数着日历倒计时过日子的航天人中，许多人只想好好地睡上一觉。

但就是这样简单的愿望对很多人来讲，也是一个难以实现的奢望。在新的战鼓声中，“神舟

二号”又开始起步了。正在驾驶隆隆天车挺进太空的中国航天人，必须为一个民族的理想去

争分夺秒！

不久，第二艘飞船“神舟二号”被制造出来，它的性能比“神舟一号”更加先进，保证安全

与维持生命系统的设备安装得也更加充分。

21 世纪航天发展

2001年 1月 10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飞行 7天后成功返回地面。这是中

国第一艘正样无人飞船。飞船上进行了微重力环境下的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空间天文

和物理等领域的实验，各种仪器设备性能稳定，工作正常，取得了大量数据。与“神舟”一号

飞船相比，“神舟”二号飞船的系统结构有了新的扩展，技术性能有了新的提高，飞船技术状

态与载人飞船基本一致。

紧接着神舟三号飞船于 2002年 3月 25日发射。飞船搭载了人体代谢模拟装置、拟人

生理信号设备以及形体假人，能够定量模拟航天员呼吸和血液循环的重要生理活动参数。“神

舟”三号轨道舱在太空留轨运行 180多天，成功进行了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

2002年 12月 30日，“神舟”四号飞船的升空，是中国载人航天的最后一次预演，是载

人航天工程实施以来技术要求最高、参试系统最全、难度最大的一次飞行试验，还面临载人

航天发射以来最为严峻的考验：发射场有史以来罕见的严寒，最低气温接近-30℃，超过低

温发射条件近 10℃，且飞船发射已进入不可逆状态。“神舟”四号飞船最后的成功发射，标志

着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经受住了无人状态下最全面的飞行试验考验，创造了中国航天史上低温

发射的新纪录，也创造了世界航天史上火箭低温发射的奇迹。中国航天专家梁思礼院士表示，

虽然“神舟”飞船的研制、发射比美、俄晚一些，但中国研制飞船的起点更高。“神舟”飞船的

轨道舱既能进行留轨对地观测，又能作为未来空间交会对接的一个飞行器，是今后天地往返

运输的优良工具。

公元 2003年 10月 15日是一个不寻常的日子，9时整，杨利伟乘坐的“神舟”五号飞船

在震天撼地的轰鸣中腾空而起。全世界的人们在这一天都看到中国人杨利伟在太空中飞翔。

从这一天起，在浩渺的宇宙间飘动的旗帜中开始有了中国的五星红旗。那艘承载全民族希望

的“神奇之舟”划开了中国一个崭新的航天时代。

公元 2003年 10月 16日清晨 6时 23分，中国的“神舟五号”飞船在起飞 21小时后，顺

利降落在内蒙古空旷的草原上。太空中没有中国人足迹的历史到此结束。

飞天已从敦煌壁画中走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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嫦娥工程

10月 6日，美联社向全世界发布消息：在即将发射载人飞船前，中国宣布最快在 3年

内把探月卫星送入月球轨道。代号为“嫦娥工程”的中国探月计划今年 3月开始启动，目前进

展顺利。另悉，若一切顺利，10年后，月球上将可能出现中国人的身影。

绕月探测工程

编辑

概述

从最初提出探月，到绕月探测工程首次飞行任务正式实施，中国绕月探测走过了十多年

的历程：

初步实施阶段

1991年，中国航天专家提出要开展月球探测工程。1998 年，国防科工委正式开始规划

论证月球探测工程，并开展了先期的科技攻关。

制定方案

2004年 1月 23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批准绕月探测工程立项。

2004年 2月 25日，绕月探测工程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召开，会议通过《绕月探测工

程研制总要求》，同时将工程命名为“嫦娥工程”。

2004年 3月 15日，国防科工委任命五大系统总指挥及总设计师。

2004年 6月 27日，完成发射场系统总体技术方案制定。

2004年 7月 30日，完成地面应用系统设计方案制定。

2004年 8月 6日，完成测控系统总体设计方案制定。

2004年 11月 19日，绕月探测工程领导小组召开第二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工程转入初

样研制阶段。

2004年 12月 10日，完成测控系统补充 18m天线总体技术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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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 4月 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黄菊视察绕月探测工程。

2005年 6月 13日，“嫦娥一号”卫星月食问题得到解决。

一号试验

2005年 12月 29日，绕月探测工程领导小组召开第三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工程转入

正样研制阶段。

2006年 5月 16日－19日，完成发射场适应性改造与建设验收。

2006年 5月 29日－6月 2日，测控系统利用欧空局 Smart－1卫星开展 USB与 VLBI

综合测轨试验。

2006年 7月 16日，地面应用系统昆明 40m天线通过验收。

2006年 8月 1日－9月 16日，完成卫星系统与地面应用系统正样对接试验。

2006年 8月 1日－9月 28日，完成卫星系统与测控系统正样对接试验。

2006年 10月 20日，地面应用系统密云 50m天线通过验收。

2006年 10月 28日－11月 19日，完成整星热平衡与热真空试验。

2006年 11月 27日，完成星箭对接、分离试验。

2006年 12月 27日，月球探测工程中心组织各系统开始进行“两个百分之百”的复查复

审、反思、质疑活动。

2007年 1月 12日，运载火箭完成出厂测试。

2007年 1月 16日，绕月探测工程领导小组召开第四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工程转入

发射实施阶段。

2007年 1月 19日，“嫦娥一号”卫星通过月球探测工程中心和航天科技集团联合评审。

2007年 1月 29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和副总理曾培炎视察绕月探测工程。

2007年 2月 8日，绕月探测工程指挥部召开会议，决定将“嫦娥一号”卫星发射窗口调

整为 2007年下半年。

2007年 5月 28－6月 10日，完成“嫦娥一号”卫星任务 1：1全过程演练。

2007年 8月 3日，“嫦娥一号”通过出场评审。

https://baike.baidu.com/pic/ä¸å�½è�ªå¤©å�²/5005717/0/cc11728b4710b912135f2e4dc3fdfc03934522e3?fr=lemma&ct=single
https://baike.baidu.com/pic/ä¸å�½è�ªå¤©å�²/5005717/0/1a94b36e231395e280cb4a35?fr=lemma&ct=single
https://baike.baidu.com/pic/ä¸å�½è�ªå¤©å�²/5005717/0/6648d73d9613ffff9e3d6232?fr=lemma&ct=single
https://baike.baidu.com/pic/ä¸å�½è�ªå¤©å�²/5005717/0/6398ecd319c2d5e7a8ec9a0c?fr=lemma&ct=single
https://baike.baidu.com/pic/ä¸å�½è�ªå¤©å�²/5005717/0/5d212aa89a364989ca130c07?fr=lemma&ct=single
https://baike.baidu.com/pic/ä¸å�½è�ªå¤©å�²/5005717/0/a6c7d7179cdea331c83d6d3e?fr=lemma&ct=single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BB%84%E8%8F%8A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AC%A7%E7%A9%BA%E5%B1%8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F%86%E4%BA%9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3%AD%E7%9C%9F%E7%A9%BA%E8%AF%95%E9%AA%8C/921868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B%BE%E5%9F%B9%E7%82%8E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D%AB%E6%98%9F%E5%8F%91%E5%B0%84%E7%AA%97%E5%8F%A3


发射实施

2007年 8月 10日，绕月探测工程领导小组召开第五次会议，决定工程转入发射实施

阶段，定于 2007年 10月发射“嫦娥一号”卫星。

2007年 8月 19日，“嫦娥一号”卫星进场。

2007年 9月 20日，长征三号甲运载火箭进场。

2007年 10月 22日，国家航天局宣布择机执行绕月探测工程嫦娥一号飞行任务。

北京时间 2007年 10月 24日 18时 05分（UTC+8时）左右，嫦娥一号探测器从西昌

卫星发射中心由长征三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卫星发射后，将用 8天至 9天时间完成调

相轨道段、地月转移轨道段和环月轨道段飞行。经过 8次变轨后，于 11月 7日正式进入工

作轨道。11月 18日卫星转为对月定向姿态，11月 20日开始传回探测数据。

2007年 11月 26日，中国国家航天局正式公布嫦娥一号卫星传回的第一幅月面图像。

2007年 12月 12日上午 10时，庆祝中国首次月球探测工程圆满成功大会在北京人民

大会堂举行。

2009年 3月 1日 16时 13分，嫦娥一号卫星在控制下成功撞击月球。为中国月球探测

的一期工程，划上了圆满句号。

嫦娥二号发射

嫦娥二号卫星（简称：嫦娥二号，也称为“二号星”）是嫦娥一号卫星的姐妹星，由长三

丙火箭发射。但是嫦娥二号卫星上搭载的 CCD相机的分辨率将更高，其它探测设备也将有

所改进，所探测到的有关月球的数据将更加翔实。“嫦娥二号”于 2010年 10月 1日 18时 59

分 57秒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并获得了圆满成功。

研制过程

11月 6日，央视《新闻 30分》报道：中国自主研制的嫦娥二号卫星已经进入正样研制

阶段，将于 2010 年发射升空。嫦娥二期工程也已经正式立项，计划在 2012年前后，发射

中国的月球着陆器和月球车。

嫦娥二号和嫦娥一号卫星一样，主要进行绕月探测飞行，因此卫星的重量都是在 2吨

左右。由于两颗卫星探测的内容和目的不同，研制人员对用于科学探测试验的有效载荷做了

调整。

https://baike.baidu.com/pic/ä¸å�½è�ªå¤©å�²/5005717/0/cc11728b4710b912135f2e4dc3fdfc03934522e3?fr=lemma&ct=single
https://baike.baidu.com/pic/ä¸å�½è�ªå¤©å�²/5005717/0/1a94b36e231395e280cb4a35?fr=lemma&ct=single
https://baike.baidu.com/pic/ä¸å�½è�ªå¤©å�²/5005717/0/6648d73d9613ffff9e3d6232?fr=lemma&ct=single
https://baike.baidu.com/pic/ä¸å�½è�ªå¤©å�²/5005717/0/6398ecd319c2d5e7a8ec9a0c?fr=lemma&ct=single
https://baike.baidu.com/pic/ä¸å�½è�ªå¤©å�²/5005717/0/5d212aa89a364989ca130c07?fr=lemma&ct=single
https://baike.baidu.com/pic/ä¸å�½è�ªå¤©å�²/5005717/0/a6c7d7179cdea331c83d6d3e?fr=lemma&ct=single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C%97%E4%BA%AC%E6%97%B6%E9%97%B4
https://baike.baidu.com/item/UTC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5%BF%E6%98%8C%E5%8D%AB%E6%98%9F%E5%8F%91%E5%B0%84%E4%B8%AD%E5%BF%8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5%BF%E6%98%8C%E5%8D%AB%E6%98%9F%E5%8F%91%E5%B0%84%E4%B8%AD%E5%BF%8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5%BF%E5%BE%81%E4%B8%89%E5%8F%B7%E7%94%B2%E8%BF%90%E8%BD%BD%E7%81%AB%E7%AE%AD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C%B0%E6%9C%88%E8%BD%AC%E7%A7%BB%E8%BD%A8%E9%81%9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5%9B%BD%E5%AE%B6%E8%88%AA%E5%A4%A9%E5%B1%8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B%A6%E5%A8%A5%E4%B8%80%E5%8F%B7%E5%8D%AB%E6%98%9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B%A6%E5%A8%A5%E4%BA%8C%E5%8F%B7%E5%8D%AB%E6%98%9F/218000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B%A6%E5%A8%A5%E4%B8%80%E5%8F%B7%E5%8D%AB%E6%98%9F
https://baike.baidu.com/item/CCD%E7%9B%B8%E6%9C%BA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5%BF%E6%98%8C%E5%8D%AB%E6%98%9F%E5%8F%91%E5%B0%84%E4%B8%AD%E5%BF%8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B%A6%E5%A8%A5%E4%B8%80%E5%8F%B7%E5%8D%AB%E6%98%9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D%AB%E6%98%9F%E6%8E%A2%E6%B5%8B


根据中国探月工程“三步走”的战略。在发射完嫦娥二号卫星以后，就要发射一个月球着

陆器和月面车，对月球表面进行探测。大家看到这个一比一的月球着陆器的模型，这个是月

球车的模型，在这里它可以模拟月球着陆器释放月球车的全过程。

专家说，月球着陆器可以对月球表面进行月壤分析，月球车可以在距离着陆器 5公里

直径的范围内进行巡视探测。主要突破月面软着陆技术，月面巡视技术，同时还有月面巡视

的无人自主导航技术。

中国的探月工程将分为三期完成，要突破“绕”“落”和“回”三大关键技术。

相关数据

——嫦娥二号卫星重量为 2480公斤，其中燃料重量约 1300公斤，七种科学探测设备

重约 140公斤。

——发射嫦娥二号的长征三号丙运载火箭全长 54.84米，起飞质量 345吨，运载能力

为 3.8吨，嫦娥二号发射将是长征系列火箭的第 131次飞行，2010年中国第 10次航天发

射。

——火箭把嫦娥二号送入远地点高度接近 38万公里的直接奔月轨道，而嫦娥一号的入

轨点远地点高度只有约 5100公里；

——由于采用了不同的轨道设计，嫦娥二号约用 5天即可到达月球，将嫦娥一号近 14

天的奔月时间大大缩短；

——卫星环绕月球飞行的轨道高度为 100公里，比嫦娥一号距月球近了 100公里；

——卫星上新研制的相机，能够将对月拍摄图像的分辨率从嫦娥一号的 120米提高到

10米左右；

——嫦娥二号的设计寿命为半年，嫦娥一号的设计寿命是一年，实际寿命是 494天，

其中环月运行 482天；

——火箭系统和卫星系统共有 8万多个元器件，在空中点火起爆的火工品达 200多种。

十大使命

（试验使命）

一、配合运载火箭验证地月转移轨道直接发射技术；

二、验证距月面 1 0 0千米近月制动的月球轨道捕获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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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验证 1 0 0千米×15千米轨道机动与飞行技术；

四、对二期工程的备选着陆区进行高分辨率成像试验；

五、搭载轻小型化 X频段深空应答机，配合中国新建的 X频段地面测控站，试验 X频

段测控技术；

六、试验遥测信道低密度奇偶校验码（LDPC）编码技术，月地高速数据传输技术及降

落相机技术；

（探测使命）

七、获取更高精度月球表面三维影像，分辨率由嫦娥一号卫星的 120米提高至优于 10

米；

八、探测月球物质成分；

九、探测月壤特性；

十、探测地月与近月空间环境。

“奔月”时刻表

2010年 10月 1日 11时：正式进入发射程序 2010年 10月 1日 11时许，正式进入发

射程序，也就是不可逆程序。同时举行最后一次气象“大会商”，做出可执行气象报告。

13时 30分：为火箭加注液氢

气象报告出炉，如果可以按期发射，那么在火箭发射前 5.5小时（也就是 10月 1日 13

时 30分许），开始低温为火箭加注液氢。为保证火箭的动力，加注工作要维持到发射前最

后两分钟才断开。

17时：进入射前系统

17时许，真正进入射前系统。此时，地面开始给系统加电，同时，各种口令也在此时

开始不断传达、下发。这一节预示着火箭进入了最紧张阶段。

18时 20分：塔架平台展开

倒计时 40分钟（18时 20分），2号塔架回转平台从上而下逐级展开。

18时 45分：人员开始撤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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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计时 15分钟（18时 45分），人员开始撤离，最后一批勤务人员离开 2号发射塔架，

撤离到塔架附近的山洞掩体。

18时 58分 27秒：系统内部电池供电

倒计时 90秒（18时 58分 27秒），开始转电。即从地面供电转为系统内部电池供电，

将连接在系统上的电缆插头拔掉。

18时 58分 57秒：准备点火发射

倒计时 60秒（18时 58分 57秒），准备点火发射。

18时 59分 17秒：指挥员报告倒计时

倒计时 40秒（18时 59分 17秒）01号指挥员报告倒计时。

18时 59分 47秒：点火倒计时

倒计时 10秒（18时 59分 47秒）点火倒计时，01号指挥员开始读秒。

18时 59分 57秒：点火

倒计时 0秒（18时 59分 57秒）点火。

19时整：嫦娥起飞

3秒后（19时整）火箭托举“嫦娥二号”成功起飞。

19时 25分 53秒：星箭分离

（火箭升空 1553秒后）火箭和卫星成功分离。

19时 57分 36秒：宣布发射成功

指挥中心宣布嫦娥二号发射成功。

“零窗口”发射

2007年“嫦娥一号”卫星发射时，“零窗口”一直是关键词之一。所谓“零窗口”，即指在预

先计算好的发射时间，分秒不差地将火箭点火升空，不允许有任何延误与变更。

在“零窗口”发射时火箭的发射时间几乎没有调整的余地，通常采用定时控制火箭点火的

办法来实现“零窗口”的发射。如果火箭不能准时发射，则要推迟发射，等待下一次发射窗口，

甚至要推迟一天或若干天才能发射。所以“零窗口”发射对火箭可靠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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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宇航部部长赵小津在“嫦娥一号”卫星发射前向媒体表示，“嫦娥一号”

的发射窗口预留了 35分钟，在这 35分钟内都可以发射。但在最后一分钟发射与在第一分

钟发射相比，相比卫星燃料将要损失 120公斤，这对总共只有 1200 公斤燃料的“嫦娥一号”

是很大的损失，将直接影响其工作时间和工作寿命。如果由于特殊原因在这 35分钟内不能

正常发射，就只能取消发射计划，推迟到第二年重新确定发射窗口。

探月工程

据国防科工局介绍，考虑到中国科技水平、综合国力和国家整体发展战略，2020年前，

中国月球探测工程以无人探测为主，分三个实施阶段。

“绕”：2004 年～2007年（一期），研制和发射中国首颗月球探测卫星，实施绕月探测。

这一阶段主要任务是研制和发射月球探测卫星，突破绕月探测关键技术，对月球地形地幔、

部分元素及物质成分、月壤特性、地月空间环境等进行全球性、整体性与综合性的探测，并

初步建立中国月球探测航天工程系统。

“落”：2013 年前后（二期），进行首次月球软着陆和自动巡视勘测。主要任务是突破

月球软着陆、月面巡视勘察、深空测控通讯与遥控操作、深空探测运载火箭发射等关键技术，

研制和发射月球软着陆探测器和巡视探测器，实现月球软着陆和巡视探测，对着陆区地形地

貌、地质构造和物质成分等进行探测，并开展月基天文观测。

“回”：2020 年前（三期），进行首次月球样品自动取样返回探测。主要任务是突破采

样返回探测器小型采样返回舱、月表钻岩机、月表采样器、机器人操作臂等技术；在现场分

析取样的基础上，采集关键性样品返回地球，进行试验室分析研究；深化对地月系统的起源

与演化的认识。

嫦娥三号在文昌发射

文昌航天发射中心征地工作正式启动，“嫦娥三号”有望在文昌发射。

今天上午，文昌市委、市政府举行征地工作初征仪式，全市共有 18个征地工作队开赴

龙楼镇、东郊镇等地进行土地调查摸底，并将在半年时间内确定最终的征地方案，为航天发

射中心的顺利运转做好准备。征地工作将按照“和谐征地，自愿拆迁”的原则进行，在确保国

家大局的同时，充分考虑到当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

据了解，征地工作完成后，被转移的当地群众将被妥善安置在航天发射中心的附近，政

府将出资为群众建造住房和铺面，并对有劳动能力的群众进行培训，保证群众的正常生活、

生产和发展。

另记者从有关权威人士处获悉，文昌航天发射中心建成后，将有望发射“嫦娥三号” [1] ，

届时，文昌和海南人民将有幸见证这一历史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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