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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天梯真能变成现实太空天梯真能变成现实？？
专家专家：：已完成概念设计已完成概念设计

协同创新中心于2020年由教育部认定，教育部和重庆市共同
支撑建设、运行，以重庆大学为依托建设单位，旨在聚焦深空探测前
沿科学和技术重大问题与需求，培养科研人才队伍，服务国家战略
需求，促进地方科技创新和经济建设。

会上，谢更新从建设基础和意义、战略定位、主要建设任务、建
设计划、管理机制等方面介绍了协同创新中心建设方案。“一直以
来，重庆大学积极推动教育部深空探测联合研究中心建设，参与我
国航天重大工程，承担多项研制任务，无论是载人月球车总体方案
研究、种出月球上第一片嫩芽，还是月球天梯概念研究，都取得积极
进展。”他介绍，今后协同创新中心将组织来自俄罗斯、西班牙、法
国、德国、意大利、澳大利亚等国家的科学家联合攻关，吸引国内外
科技创新资源和人才，围绕深空探测领域的重大科学问题、技术难
题和重大需求与任务，打造深空探测国际合作平台，探索有组织科
研和产学研用精密合作的机制和模式，做真研究、真解决问题、真正
产出高水平成果和人才，打造深空探测领域“产、学、研、用”良性生
态环境，为国家和世界深空探测作出重庆贡献，贡献重庆智慧和重
庆力量。

当天，戚发轫、王礼恒、钟志华、包为民、朱广生、王建宇、周志
成、曹喜滨、贾振元、王赤、于登云等10余名两院院士，以及来自中国
航天科技集团、中国载人航天办公室、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哈
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浙江大学等单位
的专家学者共计60余人，以线上线下的方式围绕协同创新中心建设
各抒己见、建言献策。

院士专家们表示，该中心要瞄准国家空间科学发展的战略规
划，突出重点，发挥高校学科全、综合交叉，年轻师生多、创新活力
强，以及国际合作渠道广等优势，通过科学目标牵引，开展原创性研
究，做好基础的科学和技术贡献，为国家甚至世界深空探测提供更
好的技术、人才等支撑。

“深空探测是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的前沿领域，无论对学科、人才
还是产业经济，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牵引作用。”谢更新表示，下一步，
协同创新中心还将紧密结合行业发展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作更加
详细的规划布局，借助重庆的产业基础和优势，开展深空探测前沿
科学和技术问题研究，培养科研人才队伍，为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作
出具有重庆特色的贡献，引领世界深空探测和航空航天产业发展。

据重庆日报

最近上映的电影《流浪地球2》大火，再次掀起科幻热潮。作为
人类进入太空的一种构想，太空天梯也随之受到热议。那么，太空
天梯真的能实现吗?

2月7日，深空探测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以下简称协同创新
中心）学术咨询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暨建设方案研讨会在重庆大学举
行。记者从会上了解到，协同创新中心将聚焦太空太阳能电站、深
空极端环境下基础科学、地外生态系统、太空天梯等重要方向任务，
开展国际联合攻关，打造世界深空探测国际合作平台。

“这个构想在协同创新中心的建设任务中，并已完成概念设
计。”协同创新中心执行主任、教育部深空探测联合研究中心常务副
主任、重庆大学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谢更新介绍，他们设计的多段
式可重构太空天梯，由近地天梯子系统、太空天梯子系统、近月天梯
子系统组成，包括双向载运、太空资源开发与利用、太空旅游、太空
服务站等功能，具有创意新颖、造价可控和功能多样等特点。

他表示，要实现这一构想，不仅需要机械、环境、控制、力学、材
料等学科开展交叉学科研究，在基础研究和技术上进行攻关，也需
要开展验证性试验。

谢更新称，“我们将利用重庆的地理特点，在天坑开展千米级天
梯验证技术初步方案，在洞穴中开展地外可控生态系统地面验证实
验，以及模拟地外星球人类生存实验与研究，为长期地外星球载人
探测任务提供技术储备。”

重庆大学牵头建设
深空探测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
相关新闻

神舟号飞船首任总设计
与重庆中学生聊天

在中国航天的历史上，有一个人名是与许多个“第一”一起出
现的，他就是中国工程院院士、空间技术专家、神舟号飞船首任总

设计师戚发轫。戚老亲身参与并见证了中国航天从无到有、从弱到
强的发展历程。

2月7日下午，戚老做客重庆八中，为800多名师生带来题为《中国航天与航天
精神》的专题讲座，他用亲身经历讲述了航天人矢志不渝的报国心、孜孜以求的强国
梦，以及用青春甚至热血铸就的航天精神。

从“天”开始 向同学们讲述什么是天

满头银发，面容慈祥，高大而有精神，90岁高龄的戚老走进学校礼堂，点头、挥
手，他微笑着和同学们打招呼，同学们为他送上最热烈的掌声。

讲座上，戚老从“天”开始，向同学们讲述了什么是天。
“起初，我们的祖先生活在陆地上。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的生存环境逐渐

扩大至海洋、大气层乃至‘天’。‘天’，即大气层之外的整个太阳系。”戚老还介绍了
“天”的重要性：天是人类生活的第四环境，也是人类资源寻求的重要方向。认识太
空、开发太空、利用太空是人类不可推卸的责任，航天成果对社会的发展和老百姓的
生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东方红一号卫星 开启中国进入太空的第一次远征

几千年前，中国人就关注“天”。神话中，有嫦娥奔月的凄美传说，有吴刚伐桂的
无休惩罚；文学中，有屈原锐利斧钺般的《天问》……但一直到二十世纪，“飞天”才真
正成为现实。

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卫星的成功发射，在中国航天史上树起
了第一个里程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当年戚老37岁，正是东方红一号卫星主要技
术负责人之一。当听到熟悉的东方红旋律，他激动得跳了起来。即便已经过去50
多年，跟同学们聊到“东方红一号”的发射场景，戚老依旧激动不已。

“东方红一号”的发射成功，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独立自主研制和发射人造
地球卫星的国家。戚老很自豪的告诉同学们，当时我们国家发射的卫星重173公
斤，比之前其他国家发射的第一颗卫星质量总和还超近30公斤。

神舟五号发射成功 中国第一次实现载人航天飞行

2003年10月15日，中国第一艘载人飞船“神舟五号”成功发射，标志着中国已
成为世界上继俄罗斯和美国之后第三个能够独立开展载人航天活动的国家。

1992年，59岁的戚老即将退休，为卫星操劳了一辈子，本以为自己的职业生涯
就要这样谢幕，却没想到，另一个重担又来了！当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正式立项，
戚老被指定为总设计师。戚老回忆，他曾赴苏联载人航天工程发射现场参观学习，
知道苏联飞船总设计师在即将发射前要跟宇航员们开一个会，总设计师要在会上向
宇航员传递信心，向宇航员保证“你们一定能回来”。

“把人送上太空，这是人命关天的事，这跟我此前研究导弹、卫星是不一样的。”戚
老坦言，起初，他对自己并没有信心。但国家需要，再多挑战也要上，戚老挑起了重担。

无数个日日夜夜，严寒酷暑。除了在地面上做过无数次试验，戚老带着团队还
做了4次无人飞船试验，对“上天”过程中暴露的问题反复修正。从神舟一号到神舟
四号，前四次神舟飞船的成功发射，为后来的神舟五号载人飞行，积累了丰富的经
验，为真正载人飞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003年的10月15日，杨利伟执行了“神舟五号”载人航天任务，成为了中国历
史上第一位飞向天空的航天员。出发前，戚老郑重的在飞船发射同意书上签下了自

己的名字，对杨利伟说：“放心飞吧，我们一切都准备好了！”

勉励学子 最高尚的爱是爱国家

载人航天、北斗导航、嫦娥探月、天问探火，一次次历
史性飞跃，不断刷新着航天的新高度。我国航天领域不
断创造出一个又一个惊人奇迹。戚老告诉同学们，这一
切成绩的取得，与航天精神、“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
精神等紧密相关。

戚老介绍，目前中国航天已经具备了进入太
空、利用太空、管理太空的能力，而且这三种能力
在世界上是一流的。中国是航天大国，但目前
我国距离航天强国还有一定距离，他希望年轻
一代做好准备、迎接挑战，肩负起建设航天强
国的任务。

“最高尚的爱就是爱国家，‘两弹一星’精神的核
心就是爱国。”戚老饱含深情的话语，赢得台下雷鸣

般的掌声。他告诉师生，爱国并不是高不可攀，在
和平时期，把时间、知识、精力献给所在的岗位、

事业、国家，这就是爱国，这也是我们每个人
都能做到的。比如，作为老师，要把课教

好；作为学生，要把学习学好。
“星辰大海是无际的，人在里边是很

渺小的，但是要靠每一个渺小积成一个
伟大的事业。”戚老说。

据重庆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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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7日，位于重庆大学的教育部深空探测联合研究中心实验室，科研人员
正在调试探月车。 据重庆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