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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 重力科学是应运载人航天 而发展起来的前沿学

科 微重力环境为诸多科学问题的研究提供 了机遇
,

孕育

着 自然科学的重大突破
,

并正在培育新一代高技术产业
,

是空间科学研究的热点 年 月 日总装备部 原

国防科工 委 正式下 文批准筹建
“

国家微重力实验室
” ,

由总装备部和中国科学院共同投资开始建设中国科学院

国家微重力实验室 年 月实验室上报创新试点工

作方案
,

并纳入 中国科学院的知识创新工程体系
年 月实验室通过全面验收

,

成为我 国微重力科学研究

中心和用户支持 中心 年国家微重力实验 室顺利

通过中国科学院重 点实验室 申请评估
,

并正式批准建立
“

中国科学院微重力重点实验室
”

第一届实验室主任为
胡文瑞 院上

,

学术委 员会主任为林兰英 院士 第二 届实
验室常务副主任为康琦研究员

,

学术委员会主任为胡文

瑞院上 现任实验室主 任 为龙勉研究员
,

学术委 员会主

任为胡文瑞院士

实验 室包括研究中心和用户支持中心
,

其基础设施

包括一个建筑面积 的 层实验楼
,

以及 占地面

积 扩 的百米落塔设施 研究中心的建设和发展紧

紧围绕流体物理
、

燃烧科学
、

材料科学
、

生物力学与纳

米生物技术等 个研究方向
,

引进和研制 了百余 台 套

仪器设备
,

建成 了开展流体物理
、

燃烧科学
、

材料科学
,

生物力学与纳米生物技术等地基研究的实验系统
,

包括
开展微重力流体物理研究的流体动力学

、

复杂流体

分散体系
、

光学诊断和测试
、

三维显微粒子图像测速等

开展燃烧研究的微重 力两相流
、

微重力燃烧等
开展空间材料科学研究的半导体晶体

、

气相外延
、

金属

合金成核过冷
、

非透 明介质
、

透 明晶体生长等 开展

生物力学和空间生物技术研究的蛋白质晶体生长
、

空间

细胞生长和组织培养
、

连续流 电泳
、

微管吸 吮
、

激光显

微光镊
、

原子力显微等 开展纳米生物技术研究的光

谱椭偏成像系统等 共 同组成 了国家微重力实验室的研

究平台 实验室的用户支持中心
,

建成有 可进行短 时微

重力地面实验的百米落塔设施
,

其中落舱系统的微重 力
时间为

、

微重力水平可达 一 量级
,

落管系统

的微重力时间为
·

,

微重力水平优于 一 ,

可为

用户提供各种技术支持和服务 迄今 己利用落塔设施开

展 了 多个研究课题 的上百次微重力试验
,

具备每天

可 以进行二次微重力实验 的能力

微重 力研究强调基本规律的研究与应用研 究相兼

顾
,

强调重大基础理论的突破及将研究成果用于改善空

间和地面的人类生活质量
,

促进地面高技术发展 实验

室科研工作定位在开展 以具有重大应用背景的基础性研

究为主
,

积极承担
一

与微重力科学相关的我国航天高技术
发展急需的工程技术研究

,

合理安排和促进微重力科学
的基础研究 遵循科学与技术相结合

、

地基研究与空间

设备研制相结合的研究模式
,

大力发展交叉学科
,

促进微

重力流体科学与空间材料科学和空间生物技术相关的交
叉学科研究

,

大力促进 与生物技术 蛋白质晶体生长
、

细胞 组织培养
、

细胞生物微系统
、

蛋白质芯片 和材料

制备 制备
、

亚稳态金属和 合金凝固行为
、

溶液生

长
、

胶体 自组装及微纳米结构器件 相关的模型化研究
,

发展相关高科技应用 国家微重力实验室的研究领域涉
及微重力科学的主要方向

,

包括微重力流体物理 简单
流体的运动

、

多相流和复杂流体
,

微重力燃烧科学 燃

烧机理和 空间站 防火
,

空间材料科学 凝固过程
、

晶体
生长和模型化研究

,

空间生物技术与生命科学 生物力

学
、

细胞
一

分子生物学和纳米生物技术

余年来
,

实验室承担和完成 多项 国家重大项 目
,

己完成 国家载人航天工程
、

科学实验卫星等空间实验项

目 项
,

科技部攀登计划预先项 目 项
,

国家 自然科学

基金重点项 目 项
,

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项 日 项
,

并承担 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和 大型装备等项 目 分

余项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重 点和面上项 目 余项以及

其它研究项 目 项 在国家重大需求层面
, “

十一 五
”

期间国家微重力实验室已有 项空间实验列入 国家载人

航天工程 第二期
、

项空间实验列入实践 号卫星计

划
、

项 空间实验列入 中俄合作利用 国际空间站俄 国舱

的有人操作实验计划
、

项空间实验列入微重力火箭计

划
,

上述空间实验的执行和成功完成孕育着一批重大的

研究成果 在基础研究层面
, “

十一 五
”

期间国家微重

力实验室将继续承担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方向性项
口 第三期 和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 目

,

加强微重力

科学的创新研究

在国家载人航天计划及有关国家重大项 目带动下
,

实验室科研工作不断开拓和深化
,

在流体物理
、

燃烧
、

生

物力学和先进诊断技术
,

以及与材料科学和生命科学的

交叉与融合等领域开展 了有特色的创新性研究工作 在

流体物理方面
,

液体界面现象与热毛细对流的毛细对流

及稳定性研究
、

毛细对流振荡机理研究
、

振荡毛细对流湍

流转挟的可能途径研究
,

以及液滴热毛细迁移规律
、

气泡

热毛细迁移及相互作用的研究 气液两相流动与相变换

热规律研究和两层流体与蒸发对流
、

两层流体
对流的地基研究 复杂流动的分散体系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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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微观诊断技术及机理
、

重力对聚集过程影响研究
、

胶体粒子的 自组装过程研究 空间细胞
一

分子生物力学
的细胞生物学过程的基本规律

、

实验技术及细胞聚集与

粘附规律的研究 纳米生物技术的无标记蛋白芯片生物
传感器研究 微重力实验技 术的落塔落管技术

、

地面实
验技术

、

载荷研制技术等都取得重大进展及创新成果 主

要研究成果多次被国际会议安排做特邀报告
,

胡文瑞院

士应邀在第 届 大会做分会大会报告
,

是迄

今获此殊荣的第 位华人科学家
,

我 国微重力研究己在

国际上 占有一席之地
空间实验方面

,

完成多项返回式卫星搭载空间实验

年 月
,

在
“

实践 号
”

科学实验卫星上成功完
成 了我国首次微重力流体物理两层流体空间实验

,

在我国

首次实现 了空间实验的遥操作 年 月与俄国空间

局 研究中心合作完成
“

和平号
”

空间站气液
两相流流型的空间实验

,

在国际上首次实现 了在长期
、

稳
定的空间微重力环境下的有人操作的同类实验研究
年 月 日

,

国家微重力实验室 自行研制的
“

通用流体

实验装置
”

搭载
“

神舟 号
”

飞船
,

完成 了
“

微重力液滴

热毛细迁移实验
”

项 目的各项空间实验任务
,

成功地对大

雷诺数液滴热毛细迁移的非线性动力学行为进行了实验研

究 第 颗返回式卫星搭载 项空间科学实验于 年
月 日成功发射并回收

“

实践 号
”

返回式育种卫星

于 年 月 日发射
,

在卫星留轨仪器舱上搭载涉及

流体物理
、

燃烧科学
、

生命科学
、

基础物理等领域的 项

科学实验
,

其中 项为国家微重力实验室的实验项 目 国

家微重力实验室空间科学实验活动从单纯搭载科学实验发

展到如今具有从组织筛选空间试验项 目到完成技术总体任

务的综合能力 培养 了一支科学与工程技术结合
、

具备开

展微重力空间实验和组织实施能力的人才队伍 使中国成

为国际上具备自主空间实验能力的少数几个国家之一
,

在
国际上产生 了较大影响

,

极大促进 了国际合作研究
,

提高
了我国微重力科学研究的国际地位 胡文瑞院士主编的专

著《 和系统介绍我国

系列返回式卫星空间实验成果的专刊《

》相继问世
,

进一步提升
一

国家微重

力实验室的国际学术声誉和地位

余年 的努力
,

实验 室逐渐形成科 学与技术相结

合
、

地基研究与空间设备研制相结合
、

不同学科互相交
叉融合的研究模式

,

团结和凝聚 了国内微重力科学研究
力量

,

参与我国微重力科学和空间科学相关规划
、

指南的

制订
、

重大项 目的组织等工作 以胡文瑞院士为首席科学

家的空间环境利用项 目论证专家组
,

完成 了国家空间科

学发展规划有关微重力科学和生命科学部分的编写 由

胡文瑞院士 负责
、

组织专家进行空间科学战略研究
,

完
成 了由中国科学院学部 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咨询项

目
“

空间科学专题研究
” ,

实验室作为中国科学院创新工

程方向性项 目
“

空间科学项 目中长期发展规划
”

微重力

科学的负责单位
,

组织并完成 了微重力科学 的 《中长期

发展战略规划 》以及 《 年我 国空间科学发展路线图

研究 》等 实验室正在负责实践 号科学实验卫星载
荷总体和科学研究总体

、

国家载人航天工程二期应用系

统流体物理分系统 的研究工作等
,

为国家载人航天工程

和空间科学计划
、

为发展我 国微重力科学做 出了不可替

代的贡献 国家微重力实验室 已成为我 国微重力科学研

究的基地和核心实验室 在 年院重 点实验室评估

中
,

国家微重力实验室 以基础局前 名的成绩通过院重

点实验室现场评估
鉴于实验 室突 出工作业 绩

,

国家微重力实验室获

年 国家人事部和 中国科学院联合颁发的先进集体
奖

“

半浮 区液桥热毛细对流研究
”

获 年度中科院
自然科学二等奖

, “

实践五号
”

卫星空间流体科学实验获

年度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二等奖 中国载人航天工

程 飞船应用系统 获 年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

力

学所为完成单位之一
,

胡文瑞院士为获奖人 、

年期间实验室 己在重要学术刊物 己在重要学术刊物发表

论文 篇
,

出版专著 章节 部

国家微重力实验室积极参与国际微重力科学活动
、

开展卓有成效的国际合作与交流
,

在国际微重力界享有
很高的知名度 年在北京召开 了国际微重力科学学

术会议
,

展现 了我 国微重力发展 的初期水平 以此为标
志

,

我国的微重力研究逐渐地与国际接轨
,

与国际主要微

重力组织和机构有着广泛 的学术联系 与比利时 自由大

学微重力研究中心
、

意大利 微重力研究中心
、

德

国不来梅大学 微重力中心
、

法国马赛大学
、

日本
微重力研究机构以及俄 罗斯力学问题研究所等

国际著名的微重力研究机构有密切 的学术交流
,

与各国

空间局以及相关组织有深入的实质性合作 中日微重力
双边会议 己举办了七届

,

中德双边微重力国际会议 己举
办三届

,

中
、

法双方就共建国际联合实验室

苏 已起草 合 司文本
、

中
俄 己有多项航天合作项 目等 实验室学术带头人受聘在

多个 国内外重要学术机构任职
,

实验室在国际上 已有重

要影响

国家微重力实验室实行主任负责制 实验室学术委
员会是实验室的学术咨询和评审机构 实验室 目前设立

流体物理
、

燃烧科学
、

材料科学
、

生物力学与纳米生物
技术 个研究方向和相应 个课题组 国家微重力实
验室建立和完善了日常运行的组织结构

,

制定了相应 的

管理 条例 与中国科学 院知识创新工程相适应
,

实验室
在队伍建设方面实行按需设 岗

、

竞争上 岗的
“

开放
、

流

动
、

联合
、

竞争
”

的运行机制
,

通过建立流动
、

竞争和保
持相对稳定相结合的运行机制

,

以保持一 支高素质的科

研队伍和实验室的创新活力 经过 余年的建设与发

展
,

现有 固定编制人 员 人
,

包括 院士 人
、

研究员
人

,

副研究员
、

高级工程师
、

高级实验师 人 目前
有 国家杰 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人

,

中科院百人计划入选
者 人

,

博 士生 导师 人 己培养博士 名
,

硕 士

名
,

出站博士后 名 现在读博士生 名
,

硕士生
名 同时

,

国家微重力实验室采用固定人 员和客座人 员

相结合的体制
,

吸收多方面的优秀研究力量
、

特别是院

内相关学科的专家
,

在科学研究专业
、

专长方面与固定
人 员形成互补 实验室为科研人员创造 良好的条件和研

究氛围
,

为青年科研人员的成长发展提供广阔前景

在今后相 当一段时间内
,

国家载人航天计划和空间

科学计划对微重力研究的需求越来越大 国家微重力实
验室将继续以国家重大需求为 目标

,

以积极推进微重力

科学与应用研究
、

促进我国空间科学发展为已 任
,

进一

步加强科研
、

队伍和基础设施的建设
,

提高实验室的整体

科研水平和运行管理水平
,

使之成为对 国内外开放的
、

国际上一流的微重力研究中心
,

为国家载人航天工程和

空间科学计划的顺利实施做出应有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