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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2 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
发布消息，中国载人月球探测任务登月服
命名为“望宇”，载人月球车命名为“探索”。

今年，中国航天将保持高密度发射，可
以说是“计划满、任务重”。中国航天人在
这个新春将如何起跑？

【重点】

当奔月传说成为揽月传奇

中国载人月球探测任务登月服命名为
“望宇”，寓意遥望宇宙、探索未知。载人月
球车命名为“探索”，寓意对未知世界的探
索实践。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张崇峰介绍，我们
做的载人月球车样机已经完成了模拟月面
实验场的实验，已经进入初样阶段，正在进
行详细设计和后续的工程试验。

中国人对苍穹的向往从未停歇。“嫦
娥”两个字从奔月的传说变成探月工程其
实也不过短短几十年。

2004年，中国探月工程正式立项。
2007年，嫦娥一号成功绕月探测。
2013年，嫦娥三号实现月面软着陆，

玉兔号月球车开始探索之旅。
2019年，嫦娥四号首次实现人类航天

器在月球背面软着陆。
2020年，嫦娥五号完成月球采样，带

回中国首份月球样品。
2024年，嫦娥六号完成月球背面采

样，带回人类首份月背样品。
2月12日，“望宇”登月服和“探索”载

人月球车也和大家见面了。按计划，中国
将在2030年前实现载人登陆月球，完成

“登、巡、采、研、回”等多重任务，形成独立
自主的载人月球探测能力。

新一代运载火箭家族再添新丁

2月11日，新型火箭长征八号改首飞
成功，又一次打响了中国航天人在这个新
春的起跑发令枪。长征八号改也称长征八
号甲火箭，它的首飞成功，标志着我国新一
代运载火箭家族再添新丁。

长征八号改的高度超过了50米。上
方是它的整流罩，也就是装卫星的地方，直
径是5.2米，下方火箭的二级，直径是3.35
米。所以可以非常直观地看到，它是一个

“大脑袋、细脖子”的构型，非常有特点。
这样的一个“大脑袋、细脖子”，在飞行

过程中容易失稳。在以前的火箭设计中，
是基本不可能被采纳的。

这说明火箭设计思路有了很大的变

化。以往在火箭设计的时候，最重要的就
是求稳，因此设计理念相对保守，为此要牺
牲掉很多运载效率，所以火箭的运输成本
就很高。但是长八甲，主要面对的是商业
航天需求。商业航天有什么需求？就是便
宜，当然是在可靠的前提下。实现便宜的
一个途径就是多装，比如以前能装5吨，现
在能装7吨。

2024年11月底，长征十二号首飞，才
不到三个月，长八甲首飞。按照计划，今年
还有力箭二号、朱雀三号、天龙三号等新型
火箭要进行首飞。

为什么突然之间冒出来这么多新火
箭，而且目标轨道基本都是低轨。答案就
是需求牵引。千帆星座、星网星座这些低
轨互联网星座，规划的都是上万颗卫星的
大型星座。

有一种“梦”叫“航天梦”,有一种浪漫
叫“中国式浪漫”。“神舟”飞天、“嫦娥”奔
月、“祝融”探火、“夸父”逐日……中国航天
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每项航天
工程都有一个诗意的名字。这些名字背后
都有什么涵义?

“神舟”飞天——
1994年,“神舟”从众多方案中脱颖而

出,成为中国自主制造的载人飞船的名字。
“神舟”的名字有何寓意?《史记·孟子

荀卿列传》中,首次提到“中国名曰赤县神
州”。神州,即中国。我国自行研制的航天
飞船——“神舟”,既有“舟”同“船”的文化
释义,也有着“神州”腾飞的美好希冀。

神舟是神州大地的一艘船,象征着飞
船研制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支持,是四面八
方、各行各业大协作的产物。它也是一艘
神奇的、探索未来的船,有神气、神采飞扬
之意,预示着整个中华民族都将为飞船的
诞生而无比骄傲与自豪。

“天宫”之家——
2013年10月31日,中国载人航天工

程办公室对外正式发布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标识及中国载人空间站、货运飞船名称。
载人空间站命名为“天宫”,核心舱命名为

“天和”,实验舱Ⅰ命名为“问天”。
“天宫”又名“紫微宫”,是中国神话传

说中天帝居住的宫殿。
古之天帝居所,今之载人空间站。中

国载人空间站整体被命名为“天宫”,一方
面寓意对未知太空的探索,另一方面也有
让航天员在太空中生活得舒服之意。

“天和”一词,最早出自《庄子·知北游》
中,“若正汝形,一汝视,天和将至”。天和
指人的元气,也指天地祥和之气、自然和顺
之理、天地之和气。“天”与“和”相结合,其
实就是古人所讲的“天人合一”,包涵天地
自然与人类和谐相处之义,充分彰显了中
国和平利用太空、造福全人类的先进理念。

“天和”,既可喻指中国空间站与宇宙
协和相处,又可较好地体现核心舱聚拢、团
结其它各舱段的含义。

“问天”可以追根溯源到汉代,汉代的
《楚辞章句》中曾提“何不言问天?天尊不可
问”。

古人问天,充满了对历史兴亡和人生
际遇的慨叹,而今人问天则彰显了探索浩
瀚宇宙、建设航天强国的攀登精神。

“嫦娥”奔月——
2004年1月23日,国务院批准绕月探

测工程立项。2月25日,绕月探测工程被
命名为“嫦娥工程”。

“嫦娥”来源于著名的神话故事“嫦娥
奔月”,它蕴含着中华民族对月亮的向往。

“玉兔”落月——
在我国首辆月球车全球征名活动中,

近65万网民投票“玉兔”号。
“玉兔”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居住在

月宫里负责捣药的仙兔。“玉兔”善良、纯
洁、敏捷的形象与月球车的构造、使命既形
似又神似。

“地月”鹊桥相会——
2018年4月24日,为嫦娥四号探测器

提供地月通信支持的中继星被正式命名为
“鹊桥”。

“鹊桥”蕴含着“鹊桥相会”的浪漫寓意。
“祝融”探火——
首辆火星车命名为“祝融”,2021年5

月22日,“祝融号”火星车驶达火星表面,
开始在轨测试和巡视探测。

“祝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被尊为火
神,寓意点燃我国星际探测的火种。

“羲和”探日——
2021年10月14日,我国成功发射首

颗太阳探测科学技术试验卫星“羲和号”,
我国太空探测迎来“探日”时代。

“羲和号”是中国首颗太阳探测科学技术
试验卫星,取义“效法羲和驭天马,志在长空牧
群星”,象征中国对太阳探索的缘起与拓展。

“夸父”逐日——
2022年10月9日,我国综合性太阳探

测卫星“夸父一号”发射成功。12月13日,
“夸父一号”三台有效载荷在轨运行两个
月,获取的若干对太阳的科学观测图像对
外公布。

“夸父”是广为人知的中国神话人物。
“夸父一号”将与未来中国太阳探测卫星一
道,开启中国综合性太阳观测新时代。

综合新华社、央视、《科技日报》报道

计划满 任务重

今年中国航天这些“首飞”值得期待

今年，中国航天还有哪些值得期待的
发射任务呢？

国际宇航联合会空间运输委员会主
席杨宇光介绍，今年神舟二十号和神舟二
十一号要进行半年在轨驻留，进行非常广
泛的科学实验，根据以往的情况，也会出
现需要出舱的情况。目前，神舟二十号和
神舟二十一号乘组已经都确定下来了，无
论是主选的乘组还是备份的乘组，都在进
行紧张的高强度训练。

这些年，飞船和火箭整个测试流程都
在不断优化。

今年，轻舟货运飞船有可能实现首
飞，满足未来中国空间站有应急的、短平
快的需求，期待能够见到轻舟货运飞船造
访中国空间站的激动人心的场面。

我国两个低轨的互联网通信星座的
组网也开始了。我国可回收可重复使用
火箭在单项技术上已有了非常显著的突
破，不但对于建设中国的大型星座，对于
未来中国进一步拓展航天规模也是至关
重要的。

今年还有一项非常重大的任务，就是
天问二号发射的任务。天问二号是小行
星探测任务，它要对近地的2016 HO3这
样一个小天体进行抵近，然后进行环绕、
探测，找准着陆点后进行采样，再把样本
送回地球。轨道器将规避地球，再进一步
变轨，飞向更远的在火星和木星之间的小
行星带的主带。整个任务非常值得期待。

据央视新闻报道

当“航天梦”遇上“中国式浪漫”
盘点我国航天事业发展中那些动人的名字

【焦点】

【要点】

2025年的中国航天
有很多值得期待的任务

1月23日，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十四号发射升空。 新华社发

“望宇”登月服和“探索”载人月球车和大家见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