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元2021年04月30日（星期五）                                                                                                                                                                                                         8

               天和核心舱成功发射 
               中国空间站拉开建造大幕

4 月 2 9 日 1 1 时 2 3
分，随着长征五号B
运载火箭将中国空间
站天和核心舱顺利送
入太空，中国空间站
拉开建造大幕。

按照“三步走”
规划，2021年与2022
年载人航天工程将实
施 包 括 空 间 站 核 心
舱、实验舱、载人飞
船和货运飞船在内的
11次发射任务。

中国载人航天工
程办公室主任 郝淳：
我们中国空间站完成
在轨建造也标志着我
们国家的航天技术发
展到一个新的高度，
也是我们国家的航天
从航天大国迈向航天
强 国 的 一 个 重 要 标
志。空间站在轨建成
以后呢，因为它是一
个规模很大、时间很
长，又有航天员在轨
照料，所以它提供很
多在空间开展空间科

学实验和技术试验的
有利条件。

据悉，此次发射
的 天 和 核 心 舱 全 长 
16.6 米，最大直径 4.2 
米， 发射质量 22.5 
吨，是未来空间站的
管理和控制中心。核
心舱可支持3名航天
员长期在轨驻留，支
持开展舱内外空间科
学实验和技术试验，
是中国目前研制的最
大航天器。

中国载人航天工
程办公室主任 郝淳：
把空间站核心舱发射
上去以后呢，我们飞
行乘组也要进入到核
心舱开展一系列的工
作，包括技术验证工
作。在乘组上去之前
呢，要先打一艘货运
飞船，把航天员在轨
的一些生活保障物资
还有空间站上必需的
配品配件都送上去。
以后的飞行模式的话

基本都是先把这些货
物保障物送上去，然
后飞行乘组上去。

后续天舟二号和
核心舱实行对接后，
载有三名航天员的神
舟十二号飞船也将进
入发射倒计时阶段。
中国航天5年之后，
将再度送航天员重返
太空。

中 国 载 人 航 天
工程办公室主任 郝
淳：现在一共有四个
飞行乘组，这四个飞
行乘组是同步开展训
练，所以计划安排也
很周密。其中“神舟
十二”飞行乘组已经
完成了绝大部分的任
务训练，也即将转入
任务强化训练阶段，
后续的飞行乘组也都
按照计划开展各项训
练。从他们目前训练
的成效来看，有能力
来承担完成空间站建
造阶段各次任务。

国际科学界对中
国空间站建设进程给
予特别关注。同时，

中国也向国际社会表
达了以中国空间站作
为平台和载体来推进
国 际 科 技 合 作 的 诚
意，并实施了具体措
施。

中国载人航天工
程办公室主任 郝淳：
载人航天工程实施以
来，我们也是瞄着提
升我们国家载人航天
发展的水平，借鉴国
内 外 的 一 些 先 进 经
验，开展了很多的工
作，也和很多航天机
构开展了交流合作。
这些合作交流当中就
包括平台技术方面的
交流与合作，包括我

们和俄航局、欧空局
都开展了一系列的合
作，我们从中也学到
了很多有益的经验，
也对我们空间站的建
设 起 到 了 很 好 的 作
用。

从上世纪90年代
确定载人航天“三步
走”战略，到发射中
国 空 间 站 核 心 舱 。
经历约30年的艰苦跋
涉，中国航天人终于
即将实现建设全人类
太空之家的夙愿。

记者徐朋朋 郭超
凯综合报道

来源：中国新闻
网

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
祝贺中国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发射任务成

功的贺电

新华社北京4月29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
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致电祝贺中国空间
站天和核心舱发射任务成功。贺电全文如
下：

载人航天工程空间站阶段飞行任务总指
挥部并参加天和核心舱发射任务的各参研参
试单位和全体同志：

在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发射任务成功之
际，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向
你们致以热烈的祝贺和诚挚的问候！

建造空间站、建成国家太空实验室，是
实现我国载人航天工程“三步走”战略的重
要目标，是建设科技强国、航天强国的重要
引领性工程。天和核心舱发射成功，标志着
我国空间站建造进入全面实施阶段，为后续
任务展开奠定了坚实基础。希望你们大力弘
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自立
自强、创新超越，夺取空间站建造任务全面
胜利，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
新的更大的贡献！

                               来源：新华网

4月29日11时23分，中国空间站天和核
心舱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
准确进入预定轨道，任务取得成功。

新华社记者 琚振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