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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礼恒院士:十一五中国航天技术要实现两大突破 

  2006年03月12日13:26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王礼恒今
天在此间谈及“十一五”中国航天发展的前
景，这位年逾花甲的专家表情充满自信：
“‘十一五’期间，中国的航天技术要实现科
学技术创新、跨越和加快高技术产业发展两大
突破！” 

  王礼恒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原总经理，国
家“十一五”规划专家委员会成员。他说，作
为载人航天技术，中国去年“神舟”六号发射
成功已完成了第一步，将在“十一五”突破的
是航天员出舱活动和飞行器的交会对接重大技
术。这个突破有难度，要创新，难就难在航天
员的宇航服上。因为航天员出舱进入太空环
境，需要一个很好的生命保障系统，别小看航
天员这套衣服，其技术含量非常高。同时要突
破的是空间飞行器的交会对接技术。 

  王礼恒说，目前的飞船只是个运输工具，
它把航天员或货物运到空间实验室，再把航天员或其他东西接回来，而只有它和空间实验室成功对接后才能运送人
或货物。由于飞船与空间实验室都在高速飞行，如何保证准确、安全对接是个重大技术问题。这也是要突破的重大
技术难题。 

  王院士说，在这个基础上要建立具有一定应用规模的短期有人照料、长期在轨自主飞行的空间实验室，这是中
国载人航天计划的第二步，目前这个专项已列入“十一五”规划(草案)，并已开始部署。 

  他说，探月工程的关键是开发月球探测技术，建立月球探测工程系统，步伐也分三步：第一步是绕月球飞行，
对月球表面进行探测；第二步是把探测器降落到月球表面；第三步是采样回地球。目前第一步已进入工程研制，后
两步正在论证。第一步要在“十一五”期间变为现实。同时，“十一五”期间还要开展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的研
制，要开发基于卫星等高分辨率先进观测技术，要建立观测数字中心和重点应用系统。 

  王礼恒告诉本社记者，“十一五”期间中国航天要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要将航天由原来的实验应用型向业
务服务型转变，发展通信、导航、遥感卫星及其应用，形成空间、地面与终端产品制造、营运服务的航天产业链。
同时，开发大推力的运载火箭，建立对地观测和导航定位卫星系统、民用卫星地面系统，形成航天技术产业链。这
个产业链当中，最重要的是加强卫星的应用开发。因为卫星应用的领域很广，它可直接服务于经济建设，服务于提
高人们的生活质量以及社会的进步。卫星制造和发射卫星，它的产值和经济效益只占整个产业链的百分之十五左
右，所以，加强运营、应用开发和终端产品的制造是大有可为的。(记者 顾时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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