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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出差太空出差””乘组已选定乘组已选定
20252025年载人飞行任务发布年载人飞行任务发布

在浩瀚无垠的宇宙中，
星辰闪烁，那是人类探索的
梦想之光。2025年，中国航

天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即将开启震
撼世界的太空之旅。记者昨日从中国
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获悉，2025年，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将扎实推进空间站
应用与发展和载人月球探测两大任
务，并规划了2次载人飞行任务和1
次货运飞船补给任务，执行飞行任务
的航天员乘组已经选定，他们正处于
紧张而有序的训练之中。目前，中国
空间站在轨运行稳定，载人月球探测
工程登月阶段任务各项研制建设工作
也在按计划稳步推进。

火星上曾有液态
水意味着什么？火星
海洋又为何消失？

中国首辆火星车“祝融号”于2021
年5月15日着陆于乌托邦平原南部，其
搭载的火星次表层穿透雷达，用于探测
地下结构和可能存在的水冰。近日，记
者从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获
悉，我国科研团队利用“祝融号”火星车
最新研究发现，证实火星上曾有海洋。
火星曾有液态水存在意味着什么？火星
海洋又为何消失呢？

火星地下沉积物与地球高
度相似

根据该团队研究，表明位于火星北
半球的地下10到35米深处的地质特征
与地球海岸的沉积物高度相似，为火星
中低纬度地区曾存在古代海洋提供了迄
今最直接的地下证据。

火星曾有液态水存在意味着什么？
广州大学土木与交通工程学院副院长刘
海表示，这一发现表明该区域曾持续存
在稳定的大型水体环境，而非短暂的融
水事件。液态水是生命存在的基本条件
之一，这表明火星可能曾经拥有适宜生
命起源和发展的环境。特别是我们发现
的海岸沉积物证明了水体存在的时间相
当长。

多种因素导致火星海洋消失
那么，为什么火星的海洋最终会

消失了呢？火星又是否会存在生命
呢？刘海表示，火星失去海洋的原因
有多种可能性，包括磁场减弱导致大
气被太阳风剥离、火星核部活动减弱
等。这些因素可能共同导致火星从温
暖湿润转变为寒冷干燥。根据现有研
究成果，目前没有确凿证据证明火星
曾经存在生命。

此次发现的最大意义在于如果火星
曾存在海洋，那么随着气候变迁，大量水
分可能以地下冰的形式被封存，为未来
火星基地的水资源利用提供了可能。“下
一步我们将重点分析‘祝融号’火星车次
表层的探地雷达数据，获取更丰富的地
下散射信息，更精细地了解火星地下浅
表层的地质结构特征。” 据央视

"祝融号"拍摄的“着巡合影”图

“太空出差”乘组选定已开训

中国空间站建成以来，工程全线
密切协同，先后组织完成4次载人飞
行、3次货运补给、4次飞船返回任务，
5个航天员乘组、15人次在轨长期驻
留，累计进行了11次航天员出舱和多
次应用载荷出舱，开展多次舱外维修
任务，刷新航天员单次出舱活动时长
的世界纪录，完成包括2名港澳载荷专
家的第四批预备航天员选拔、低成本
货物运输系统择优并启动研制、《中国
空间站科学研究与应用进展报告》
（2024年）发布等工作。

2025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规划
了2次载人飞行任务和1次货运飞船
补给任务，神舟二十号和神舟二十一
号载人飞船将相继登场成为主角。目
前，执行这2次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
乘组已经选定，他们正处于紧张而有
序的训练之中。神舟二十号预计在4
月中下旬至5月初发射，它将精准对接
空间站核心舱径向端口。神舟二十一
号则计划于10月下旬升空，对接核心
舱前向端口。据了解，这2次载人飞行
任务期间，航天员们肩负着众多重要
使命。他们要进行出舱活动，在太空
的真空环境下，完成空间站设备的维
护与升级；还要开展货物气闸舱出舱
任务，为空间站补充物资，确保空间站
各项科研活动的顺利开展。

另外，天舟九号货运飞船也将在
下半年发射，它将与核心舱后向端口
对接。天舟九号会为空间站运送驻留
物资、舱外服、维修备件及实验设备，
保障空间站里的航天员们能够正常生
活和工作，同时还会回收废弃物，保持
空间站内部环境的整洁和有序，是空
间站不可或缺的“后勤保障官”。

空间站科学实验继续进行

与此同时，空间站里的空间科学
实验和技术试验也将继续深入进行。

在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
域，科研人员将借助太空独特的微重
力环境，探索生命的奥秘，研究人体在
太空环境下的生理变化，为未来人类
长期太空驻留提供科学依据。微重力
物理实验也将不断推进，科学家们期
望通过这些实验，揭示在地球上难以
观察到的物理现象，拓展人类对物质
世界的认知边界。而空间新技术试
验，更是为未来航天发展奠定基础，如
新型材料在太空环境下的性能测试、
高效能源转换技术的验证等，这些新
技术的突破，将为中国航天的长远发

展注入新的动力。
截至目前，中国空间站已在轨实

施 180余项空间科学研究与应用项
目，这些项目成果丰硕，令人瞩目。这
些开创性成果的取得，离不开众多科
研团队的辛勤付出和不懈努力。他们
来自全国各地的科研院所、高等院校
和高新技术企业，涵盖了53个单位、
63个科研团队。他们汇聚在空间站这
一平台上，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开展
跨学科合作，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
难题。

首位外籍航天员要来了

自从天和号核心舱送上天空后，
大家都在期待哪个国家的宇航员第一
个踏入中国空间站。2月28日，中国
与巴基斯坦太空与高层大气研究委员
会正式签署了合作协议，内容涉及选
拔和训练巴基斯坦航天员，还包括参
与中国空间站的飞行任务。这意味着
我们将首次为其他国家选拔和培训航
天员，中国空间站即将迎来第一位外
籍航天员。

选拔和训练航天员的过程相当复
杂，耗时也比较长。根据计划，中巴两
国会用大约一年的时间来挑选航天
员。选拔完成后，巴基斯坦的航天员
将前往中国进行系统化的全面训练。
根据我国航天员的训练经验，通常需
要超过两年的时间。根据中国空间站
的任务安排，巴基斯坦航天员将在未
来几年选择合适的时机与中国航天员
共同乘飞船去执行短期任务。

此次中巴两国签署选拔训练航天
员合作协议，为更多发展中国家参加
国际载人航天合作提供了遵循和范
例，有利于激励更多国家携手探索宇
宙奥秘，共同在造福全人类的道路上
书写新的篇章。

载人月球探测工程稳步推进

在迈向载人月球探测的伟大征程
中，中国航天人正全力以赴，稳步推进
各项研制建设工作。

目前，载人月球探测工程登月阶
段任务各项研制建设工作按计划稳步
推进。长征十号运载火箭、梦舟载人
飞船、揽月月面着陆器、望宇登月服、
探索载人月球车等主要飞行产品处于
初样研制阶段，取得了阶段性进展。
后续，船、器、箭、服等主要飞行产品将
重点开展初样各项大型试验。

值得一提的是，在载人月球探测
工程的研制过程中，数字化研制转型
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数字化技术，

实现了产品设计、仿真分析、试验验证
等环节的高效协同，大大提高了研制
质量与效益。例如，在火箭和飞船的
设计过程中，利用数字化仿真技术，可
以提前对各种飞行工况进行模拟分
析，优化设计方案，减少物理试验次
数，降低研制成本和风险。同时，数字
化技术也为地面试验提供了有力支
持，通过构建虚拟试验环境，能够对产
品的性能进行更加全面、深入的测试
和评估，确保产品在实际飞行中能够
可靠运行。

除了主要飞行产品的研制，文昌
发射场及地面系统的建设也在紧前推
进。文昌发射场新建的各项测试发射
设施设备将为载人月球探测任务提供
重要保障，它们将具备更加先进的功
能和更高的可靠性，能够满足长征十
号运载火箭等大型航天器的发射需
求。地面系统也在不断完善，包括测
控通信、着陆场等系统，都在按计划有
序地开展研制建设，以确保载人月球
探测任务的各个环节能够紧密衔接、
顺利实施。

2025年，中国航天的宏伟蓝图已
经展开，每一项任务都承载着无数人
的梦想与期待。在全体航天人的共同
努力下，中国航天必将在空间站应用
与发展和载人月球探测等领域取得更
加辉煌的成就，为人类探索宇宙的奥
秘做出更大的贡献。

据央视

宇航员正在进行水下训练

中国空间站

中国与巴基斯坦签署太空合作
协议

中国航天今年规划2次载人飞
行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