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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一周

载人航天三十而立

6月 5 日上午 10 时 44 分，中国长征二号 F 运载火箭准时

起飞，将 3 位航天员送往空间站。这是长二 F 第 14 次发

射，也是一次非同寻常的起飞，中国空间站由此进入在轨建

造阶段，并在年内通过连续 6 次发射完成建造任务。

1992—2022，中国载人航天迎来三十而立之年。

1970 年 4 月 24 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后，下

一步就是搞载人航天。1971 年 4 月确定的这个项目被命名为

“714 工程”，飞船被命名为“曙光一号”。由于当时技术

条件制约，“714”工程于 1975 年 3 月终止。

1986 年中国实施“863”计划，发展航天技术是其中重

要部分。此时，一箭多星、同步卫星、远程火箭均已成功发射，

中国航天发展的着力点在哪里？虽然此后承接了一些外星发

射任务，但大国航天需要有更高的战略擘画。1987 年 2 月，

国防科工委组建“863 计划航天技术专家委员会”。1992 年

1 月 8 日，中央专委会在第 5 次会议上得出结论：“从政治、

经济、科技、军事等诸多方面考虑，立即发展载人航天是必

要的，发展载人航天要从载人飞船起步。”

1992 年 9 月 21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同意了

专委会《关于开展我国载人飞船工程研制的请示》，正式批

准实施载人航天工程，并确定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第一步，

发射载人飞船，建成初步配套的试验性载人飞船工程，开展

空间应用实验。第二步，在第一艘载人飞船发射成功后，突

破载人飞船和空间飞行器的交会对接技术，并利用载人飞船

技术改装、发射一个空间实验室，解决有一定规模的、短期

有人照料的空间应用问题。第三步，建造载人空间站，解决

有较大规模的、长期有人照料的空间应用问题。

史称“921”工程，就此启开大幕。

这一工程，奠定了中国航天大发展时代的到来，奠定了

30 年后的今天，中国空间站正式亮相浩瀚太空。对于中国来

说，这堪比“大航海时代”的到来。

1999 年 11 月 20 日，神舟一号率先成功发射，这是第一

艘实验飞船。2003 年 10 月 15 日，杨利伟搭乘神舟五号进入

太空，开启中国太空人时代。2022 年 6 月 5 日，神舟十四号

飞向太空，开始中国空间站建站时刻。

在启程 30 年之际，今年是载人航天工程高光时刻，将通

过高密度的连续 6 次发射任务，完成中国空间站在轨建造。

5 月发射天舟四号货运飞船；6 月发射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船，

3 名航天员进驻天和核心舱并在轨驻留 6 个月；7 月发射空间

站问天实验舱，与天和核心舱对接；10 月发射梦天实验舱与

核心舱对接，空间站三舱形成“T”字基本构型，完成中国

空间站在轨建造；随后将发射天舟五号货运飞船和神舟十五

号载人飞船，神舟十五号飞行乘组由 3 名航天员组成，与神

舟十四号航天员在轨轮换后，在轨驻留 6 个月。 

30 年来通过载人航天工程 , 中国攻克并掌握了一大批尖

端核心技术 , 带动诸多领域和行业的创新发展与产业提升 , 形

成了巨大的拉动和辐射效应 ; 凝聚、培养和造就了新一代航

天高科技人才队伍 , 产生了深刻而长远的社会影响。

仅仅以载人飞行的长二 F 火箭来说，它的可靠性评估值

达到 0.9894，安全性评估值达到 0.99996，位列国际最先进水

平。它意味着火箭发射 100 次，才有可能出现一次飞行故障；

假设出现飞行故障，依靠逃逸系统逃逸 100 次，才可能出现

不到一次逃逸失败。长二 F 火箭自 1999 年首飞迄今，已成功

发射 14 艘神舟飞船和 2 个空间实验室，包括 9 次载人发射任

务，成功率 100%。

在空间站任务中，航天员在轨飞行时间长达半年，为应

对可能出现的突发状况，给航天员的生命安全再加一道保险，

从长二 F 遥 12 和长二 F 遥 13 火箭开始，火箭采取“发射一发、

备份一发”及“滚动备份”的新发射模式。航天员在空间站

期间，地面有相同型号的火箭随时待发，如有需要，可在 8.6

天内快速发射一枚新火箭去空间站接应航天员。这很有点像

地面上那样，叫个车那么方便。

茫茫太空路，飒爽中国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