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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今后十年 ,最重要的空间活动将集中于国际空间站计划 ,而国际空间站的利用主要是微
重力研究和生命科学研究。面对国际空间站计划的严峻挑战 ,我国需要安排好微重力研究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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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加加林上天以后 ,载人空间活动就成为
当代科学技术和社会生活的热点 ,引起从国家
领导人到普通公民的广泛关注和兴趣。前苏
联着力于发展空间站 ,从 1971 年的“礼炮”1 号
到 1982 年的“礼炮”7 号完成了由试验到成型
的过程 ,并于 1986 年将“和平”Ⅰ号空间站送
上轨道 ,至今仍在运行。美国以“阿波罗”飞船
为基础于 1973 年发射了“天空实验室”空间
站 ,继而研制了“航天飞机”可作为 1～2 周在
空间运行的实验室 ,并于 1984 年提出研究α国
际空间站的计划。在冷战后时期 ,美、苏、欧、
日、加等国空间局发起联合研制国际空间站计
划 ,预计今年开始组装 ,2004 年组装完成。耗

资 400 亿美元的国际空间站计划将成为今后一、二十年空间

活动的焦点和前沿。国际空间站计划极大地发展了顶尖的

空间技术 ,也为空间科学和应用提供了新的机遇。

空间活动从来就是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志 ,是国家高

科技前沿的代表。在冷战时代 ,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以地球外

空间为舞台 ,展开了激烈的较量和竞争 ,载人空间活动一直

是空间竞争的焦点。冷战结束以后 ,国际空间站计划变成了

一项国际大合作的计划 ,由于各种原因 ,中国并未能参加。

空间站计划涉及许多的高科技前沿 ,既使在参加国之间 ,也

不能完全开放和交流。在合作的同时也有相互的竞争。另

一方面 ,冷战以后的国际空间站计划不单纯是显示先进高科

技前沿的硕果 ,它也是发展科学和开拓应用的重大设施 ,并

正为商业应用奠定基础。人们预计 ,国际空间站的利用将在

自然科学一些重大前沿问题上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将在生物

材料制备、半导体材料加工、组织工程、环境工程、地面材料

工艺改进等诸多应用上取得重大成果 ;将在商
业应用上逐步取得进展。同时 ,空间站计划还
将为建立月球基地和载人探测火星等空间站
以后的任务准备科学和技术的基础。

载人空间站是一个综合设施 ,具有综合功
能 ,为许多项目提供研究机会。载人空间站利
用的主要项目是微重力研究和空间生命科学。
空间生命科学主要研究人在地球外空间生活
和工作的有关问题 ,包括空间医学、空间生理
学、辐射生物学等 ,此外也探索生命起源 ,重力
生物学等问题。微重力科学则是在微重力环
境中研究物理学、化学、生命科学、流体科学等
诸多学科的一门新兴的前沿科学。微重力环

境中浮力引起的对流 ,密度差引起的沉降 ,重力引起的静压
梯度都极大地减弱了 ,为科学和应用的发展开拓了新的前
景。

微重力研究最终需要在空间飞行器中进行较长时间的
微重力实验 ,事前还要进行地面模拟研究和各种短时间微重
力实验研究。因此 ,完成一个实验项目的经费和周期都要比
地面高出几十倍。在天空实验室进行一项空间实验的周期
约为 6 年 ,经费约为 1～2 千万美元。如此高投入的研究一
直引起争论。在 70 和 80 年代 ,不少人急于利用微重力环境
取得巨大的商业利益 ,由于对微重力环境的特征没有很好的
认识 ,商业应用的努力未获成功。80 年代后期以来 ,以美欧
为代表的学者们强调基本规律研究 ,反对急功近利的商业努
力 ,使投入、产出比的争论又起。经过 90 年代以来的努力 ,

微重力科学取得了一批重大成果 ,同时也为应用打下了基
础。近年来 ,微重力应用以至商业化的前景又显端倪。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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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投入的微重力研究必须同时兼顾科学前沿的突破和应用
发展的效益 ,并且要为商业开发奠定基础。

面对 21 世纪初国际空间站计划的严峻挑战 ,中国应该
有所作为。空间站以微重力研究做为其主要的利用项目 ,但
是空间站的环境并不是微重力研究的最好条件。空间站是
一个大而全的设施 ,难免各个项目间互相干涉 ,甚至效率不
高。中国发展微重力研究必须基于我国航天技术的水平和
国家经济的承受能力 ;需要加强规划 ,统筹安排地面研究、卫
星实验和载人科学实验 ,突出学术上和应用上的重大项目 ,

协作攻关取得突破性进展。我国微重力研究项目的选择需
要突出学术上或应用上的重大性和前沿性 ,真正能突出重点
和有限目标。我国微重力研究的方法应切实做到加强地面
研究 ,只有地面研究充分的项目才考虑空间实验。我国空间
实验可以返回或微重力卫星 (或平台) 为主 ,增强微重力卫星
的实验能力 ;同时 ,安排适当的有人操作的实验。通过组织
上加强规划和协作 ,学术上加强交叉和创新、技术上扩展现
有的航天工程能力 ,我国的微重力研究应能作出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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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e most important space activity in the next decade will be focused in the International Space Station ( ISS )

Program , and the utilization of the ISS is mainly the microgravity research and the life science studies . In response to the

serious challenge of the ISS program , the China needs to make adequate arrangeme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icrograv2
ity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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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新闻

俄将向“和平”号发射载人飞船
　　新华社莫斯科 3 月 2 日电 (记者秦德岐) :俄罗斯计划于

4 月 4 日向“和平”号空间轨道站发射载人飞船 ,这将是自去
年 8 月第 27 基本考察组返回地面后首次运送宇航员到“和
平”号上进行科学考察。

据俄媒体报道 ,即将升空的第 28 基本考察组成员为两
人 ,他们是飞船指令长谢尔盖·扎列京和随船工程师亚历山
大·卡列里。原作为考察组第三成员的俄电影演员兼导演弗
拉基米尔·斯捷克洛夫 ,由于所在的制片公司未能按合同支
付足够的资金而在最后时刻被取消飞行资格。斯捷克洛夫
原拟在太空拍摄科幻故事片《最后一次旅行》的部分镜头 ,现
在不得不由前往“和平”号的宇航员代为拍摄。

进入“和平”号的两名宇航员工作将很繁重。他们需打
开轨道站的各舱室、用超声波和红外线辐射袖珍仪检查和确
定空间站漏气的地方并进行修补、进行舱外作业、迎接“进
步”号货运飞船等。俄“能源”火箭航天公司和加加林宇航员
培训中心已计划将第 28 基本考察组在空间站停留的时间定
为 75 天。

另据报道 ,莫斯科郊区的俄地面飞行控制中心日前向
“和平”号空间轨道站发出遥控指令 ,令其打开空间站的中央
电脑 ,并使空间站由不定向漂浮状态转到定向飞行状态 ,此
外 ,还对空间站内所有系统进行了遥控检测。检测表明“和
平”号各系统工作正常。(新华社供本刊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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