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宇

今年全国 “两会” 期间， 全国政

协委员、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副

主任 、 航天员杨利伟在 “委员 通 道 ”
上表示： “经过 25 年艰苦努力， 我国

突破并掌握了天地往返、 航天员出舱、

交会对接三大基本技术， 具备了建造

空间站的能力。”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全面转入空间站建造阶段， 进入空间

站时代。”
在我国载人航天 “三步走” 战略

的发展进程中， “天宫一号” 功不可

没， 矗立起多座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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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轨圆满完成使命， 超期服役终回地球

“天宫一号”留下的里程碑

十十大大精精彩彩瞬瞬间间回回放放

2011 年 9 月 29 日， 我国自主研制的首个目标飞行器 “天宫一号” 发射升空。 作为交会对接目标，

“天宫一号” 完成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首次空间交会对接飞行试验， 标志着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掌握空

间交会对接技术的国家。 作为我国首个载人空间平台， “天宫一号” 先后接待六名宇航员到访， 标志着我

国已经拥有建立初步空间站的能力。

“天宫一号” 设计寿命为两年， 实际在轨工作四年半， 超期服役并开展了一系列科学实验及多项拓展

技术试验， 取得丰硕成果， 为我国空间站建设和运营管理积累了宝贵经验， 奠定了坚实基础， 是我国载人

航天事业名副其实的 “大功臣”。 圆满完成使命的 “天宫一号” 这几天就将返回地球怀抱。 在它 “谢幕”

之际， 让我们一起回顾它所走过的辉煌。

【2011 年 9 月 29 日】 我国首个目标飞行器

“天宫一号” 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由 CZ-
2F/T1 火箭发射升空， 进入预定轨道。

【2011 年 11 月 3 日】 “天宫一号” 与 “神舟八号” 飞船

成功实现我国首次无人空间交会对接。

【2011 年 11 月 16 日】 “神舟八号” 与 “天宫一号” 在第

二次自动对接后成功分离。 17 日， “神舟八号” 飞船返回

地面。 此次任务标志着我国空间交会对接技术取得重大突

破， 是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2012 年 6 月 18 日】 “天宫一号” 与 “神舟

九号 ” 飞船实现首次载人交会对接 。 航天员

景海鹏、 刘旺、 刘洋进入 “天宫一号”， 开展

了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和技术试验。

【2012 年 6 月 24 日 】 航天员刘旺操作 “神

舟九号” 飞船与 “天宫一号” 成功实施我国

首次航天员手控交会对接任务。

【2012 年 6 月 28 日 】 航天员刘旺手动控制 “神舟九号 ”
飞船与 “天宫一号” 目标飞行器分离。 29 日， “神舟九

号” 飞船返回地面。 “天宫一号” 进入长期运行轨道。

【2013 年 6 月 13 日】 “天宫一号” 与

“神舟十号” 飞船交会对接， 聂海胜、
张晓光、 王亚平三名宇航员进入 “天

宫一号”， 开展多项科学实验。

【2013 年 6 月 20 日】 “神舟十号” 航天员王亚平在聂海胜、 张

晓光的配合下， 为全国 6000 多万中小学生进行了太空授课， 演

示了失重环境下一些独特的物理现象， 并进行了天地互动交流。
这是我国载人航天飞行中首次开展的教育类应用任务。

【2013 年 6 月 25 日】 “神舟十号” 飞船与 “天宫一

号” 分离后， 成功实施我国首次航天器绕飞交会试

验 。 26 日 ， “神 舟 十 号 ” 飞 船 返 回 地 面 。 27 日 ，
“天宫一号” 转入长期在轨运营管理阶段。

【2016 年 3 月 21 日】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发

布官方消息： “天宫一号” 全面完成各项在轨试验

任务， 正式终止数据服务。

“数”说
天宫一号

“天宫一号” 是我国自主研制的

首 个 载 人 空 间 试 验 平 台 ， 全 长 10.4
米， 最大直径 3.35 米， 内部有效使用

空间约 15 立方米， 可满足 3 名航天员

在舱内工作和生活的需要， 设计在轨

寿命两年。
2011 年 11 月 3 日 ， “ 天 宫 一

号 ” 与 “神 舟 八 号 ” 无 人 飞 行 器 成

功 完 成 我 国 首 次 空 间 飞 行 器 自 动 交

会 对 接 任 务 ， 并 进 行 了 二 次 自 动 交

会 对 接 。 我 国 也 由 此 成 为 世 界 上 第

三 个 独 立 掌 握 航 天 器 空 间 交 会 对 接

技术的国家 。
之后， “天宫一号” 又出色地完

成了与另外两艘神舟飞船四次交会对

接 的 使 命 。 2012 年 6 月 ， “天 宫 一

号” 与 “神舟九号” 飞船成功进行首

次载人交会对接， 景海鹏、 刘旺、 刘

洋三名航天员首次进入 “天宫一号”。
在轨飞行期间， 航天员刘旺操控 “神

舟九号” 与 “天宫一号” 对接， 实现

了首次手控交会对接。 在 2013 年 6 月

与 “神舟十号” 的对接任务中， “天

宫一号 ” 承担了更多使命 ： 聂 海 胜 、
张晓光、 王亚平三名航天员对 “天宫

一号” 进行在轨维护， 并开展 “太空

授课”、 航天器绕飞交会试验、 中短期

在轨驻留等。
“天 宫 一 号 ” 与 “神 舟 十 号 ” 交

会 对 接 的 完 成 ， 也 标 志 着 中 国 载 人

航天第二步任务第一阶段完 美 收 官 ，
并 全 面 进 入 空 间 实 验 室 和 空 间 站 研

制阶段 。
“天宫一号” 与载人飞船对接的

短期飞行， 是未来空间站长期载人飞

行的过渡阶段， 飞行产品的可靠性是

最 重 要 的 考 核 依 据 。 三 次 对 接 任 务

的 完 成 ， 从 技 术 层 面 突 破 了 很 多 关

键技术， 为 “天宫二号” 的研制提供

了经验。

出色完成三次交会对接任务

为空间站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丰硕应用成果服务民生与未来

资料及图片来源： 中国载人航
天工程网

“天 宫 一 号 ” 作 为 载 人 航 天 空

间 应 用 实 验 平 台 ， 共 进 行 了 地 球 环

境监测 、 空间环境探测、 复合胶体晶

体 生 长 三 个 方 面 的 科 学 实 验 ， 获 得

了 大 量 宝 贵 的 实 验 数 据 。 这 些 数 据

可 广 泛 应 用 于 国 土 资 源 、 林 业 、 农

业 、 油气 、 矿产 、 海洋 、 城市 热 岛 、
大 气 环 境 探 测 和 材 料 科 学 等 领 域 的

研究 。
“天宫一号” 装载的高光谱成像

仪先后获取了北京、 天津、 上海等大

城市以及我国西部地区荒漠化、 三江

流域水文生态等重点地区的观测数据，
为国土资源调查、 海洋应用、 林业应

用、 城市环境监测、 水文生态监测和

应急灾害监测等领域的应用研究提供

了有力支撑。 目前， 高光谱成像仪已

成功应用于矿产、 林业、 海洋等地球

环境监测研究。
除地球环境监测外， “天宫一号”

还开展了空间环境探测和复合胶体晶

体生长实验。 空间环境探测主要是为

了飞行器安全保障而设置的， 包括带

电粒子探测、 大气成分探测、 电离层

扰动探测。 胶体晶体生长是以理论科学

研究为主的实验， 它主要研究复合胶体

晶体在微重力空间中结晶和相变动力学

的过程。 通过天地比对实验， 为未来

空间材料、 地面新材料的制备奠定了

良好的基础。
为注重综合应用效益发挥， “天

宫 一 号 ” 空 间 应 用 推 广 服 务 平 台 于

2014 年 3 月开通运行， 为国内公益用

户和国内外商业用户， 以及个人公众

用户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 “天宫一号”
应用数据及服务。

“天宫一号” 还为包括国土资源

部、 农业部、 交通运输部、 住建部以

及海洋局、 地震局等在内的十多个部

委以及全国 20 余所高校提供服务， 这

也为载人航天成果的应用推广， 作了

有益尝试。

“天宫一号” 继承了前期飞船研

制的相关经验， 对环境控制和生命保

障系统进行了非常有效的管控， 如舱

内的大气环境、 压力控制、 温湿度控

制 、 有害气体去除 、 微生物控制 等 ，
在长寿命、 高可靠方面进行了卓有成

效的设计和试验验证。
“天宫一号” 的设计寿命为两年，

但实际在轨工作 1630 天。 它的超期服

役充分验证了低轨长寿命载人航天器

设计 、 制造 、 管理 、 控制相关技 术 ，
为未来空间站更长期飞行产品的可靠

性、 安全性打下了基础。
“ 天 宫 一 号 ” 和 “ 神 舟 九 号 ”

“神舟十号 ” 两次组合运行 ， 六 名 航

天员参加飞行任务， 航天员在飞行程

序执行、 飞行平台照料方面之外， 还

按照计划完成了多项航天医学实验任

务， 其中包括利用失重装置开展了心

血管的调节和高级脑功能实验、 失重

条件下细胞学的研究实验、 以及噪声

测量和气体质量采样等相关实验。 这

些实验为未来更深层次的空间探索积

累了大量科学实验数据， 也为航天员

长期飞行探索了重要途径。
此外， “天宫一号” 还开展了平

台冗余设计和设计潜力验证试验、 载

荷相关功能验证和新模式探索试 验 ，
以及测控相关试验， 为空间站的设计

研制和长期可靠运行， 积累了宝贵的

数据和经验； 通过 “天宫一号” 的运

营管理实践， 不断探索总结、 改进完

善， 形成了科学合理的运营管理模式

和高效顺畅的组织运行机制， 为我国

空间站运营管理积累了宝贵经验、 奠

定了坚实基础。

“天宫一号” 圆满完成三次对接任务， 突破了

空间交会对接技术， 并开展大量先期技术验证， 拓

展应用阶段试验成果斐然， 为空间实验室任务和空

间站研制建设积累了重要经验。

“天宫一号” 初步建立了我国首个长期无人在

轨运行、 短期有人照料的载人空间实验平台， 开展

了多种航天医学、 空间环境控制与生命保障实验，
为未来空间站建设和航天员长期在轨飞行积累了宝

贵经验。

“天宫一号” 搭载了先进的高光谱成像仪、 空

间环境探测等多种载荷， 获取了大量科学数据。 在

轨运营期间， 以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为目的，
开展了多项空间应用， 同时为载人航天成果的应用

推广， 作了有益尝试。

基于 “天宫一号” 高光谱数据的丽江附近森林类型识别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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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 � � “天宫一号 ” 是我国第 1 个目

标飞行器。

2011 年 11 月 3 日 凌 晨 1 时

36 分 ， “神舟八号 ” 飞船与 “天宫

一号” 完成交会对接， 这是中国航天

史上第 1 次实现飞行器空间自动交

会对接。

2

� � � � “天宫一号” 设计在轨寿命 2年，

由实验舱和资源舱 2部分构成。

“天宫一号” 由长征 2 号 F/T1
运载火箭成功发射。

3
“天宫一号 ” 完成与 3 艘神舟

飞船的交会对接。
作 为 载 人 航 天 空 间 应 用 实 验 平

台 ， “天宫一 号 ” 共 进 行 了 地 球 环

境监测 、 空间 环 境 探 测 、 复 合 胶 体

晶体生长 3 个领域的科学实验， 获

得了大量宝贵的实验数据。
“天宫一号” 的可活动空间能够

同时满足 3 名航天员工作和生活的

需要。
2011 年 11 月， “天宫一号” 与

“神舟八号” 飞船成功对接， 标志着

中国成为世界上第 3 个完成空间交

会对接的国家。

6
“天宫一号” 共接待了 6 位航天

员到访。 在与 “神舟九号” 第一次组

合飞行期间， 航天员驻留了 6 天， 开

展载人环境维护操作、 在轨航天医学

实验和更换维修性试验等工作。
“神 舟 十 号 ” 的 三 名 航 天 员 在

“天宫一号” 工作生活了 15 天， 并为

全国 6000 多万中小学生进行了太空

授课。

8
“天宫一号” 是一个重达 8.5 吨

的组件， 是空间实验室的一个雏形。
“天宫一号” 发射后， 中国载人

航天进入交会对接阶段， 中国载人航

天 工 程 由 七 大 系 统 变 为 8 大 系 统 ，
增加了空间实验室系统。

9

“天 宫 一 号 ” 于 2011 年 9 月

29 日下午 9 时 16 分 3 秒 ， 在我国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

10.4/3.35

“天宫一号” 飞行器全长 10.4米，

最大直径 3.35米。 它的直径比神舟

飞船更大， 前后各有一个对接口。

15
与之前的载人航天器相比， “天

宫一号” 为航天员提供的可活动空间

大大拓展， 达 15 立方米。

52
发射 “天宫一号” 的 CZ-2F/T1

运载火箭全长 52 米。

90
“天宫一号” 绕地球一周的运行

时间约为 90 分钟。

1630

“天宫一号” 在轨工作 1630 天，
圆满完成各项试验任务， 于 2016 年

3 月 21 日终止数据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