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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载人航天技术发展途径研究》

前言

2012年9月21日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式批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立项实施20周年的日子，2012年8月21日是
北京空间机电研究所成立54周年的纪念日，以庆祝这两个重要的纪念日为契机，北京空间机电研究所
将专家20多年前呕心沥血，潜心钻研，撰写的论文和研究报告集录成《中国载人航天技术发展途径研
究与多用途飞船概念研究文集（1986年至1991年）》，现公开出版了！对此，我表示衷心的祝贺！北
京空间机电研究所成立于1958年8月21日，是我国最早从事空间技术研究的单位之一，目前隶属于中国
空间技术研究院。从建所之初的中国科学院1001设计院到上海机电设计院，从七机部八院到北京空间
机电研究所，尽管其隶属关系、领导体制、名称、地点、研制任务和专业发展几经调整，但研究所发
展航天、富国强军的历史使命没有变，立志航天、进军太空的决心没有变，敢想敢为、争创一流的创
新精神没有变。在中央领导的亲切关怀和上级的正确领导下，研究所紧跟时代步伐，开拓进取、顽强
拼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1960年2月，研究所研制的我国第1枚液体探空火箭T-7M成功地飞上蓝
天，揭开了我国空间探测活动的序幕。毛泽东主席视察时称赞它的发射成功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至1987年，研究所共研制发射了3代16种型号近200枚探空火箭。1965年至1967年研究所创造性地将探
空火箭技术和导弹技术结合起来，提出了我国第1枚卫星运载火箭长征1号的技术方案并完成了初样研
制，为长征1号首次发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国第1颗卫星东方红1号遨游太空，由研究所研制的
卫星观测裙实现了中央领导提出的“看得见”的要求；研究所还提出我国返回式卫星的技术方案，承
担并圆满完成了返回式卫星回收着陆分系统的研制，使我国成为第3个掌握卫星回收着陆技术的国家
。研究所从1967年开始承担空间光学遥感器的研制任务。1975年研究所研制的我国第一代胶片型航天
光学遥感相机随返回式卫星作轨道飞行，获取了有价值的空间遥感资料，这一成果使我国成为世界上
第3个掌握空间遥感技术的国家。研究所在1979年至1985年进行了运载火箭的研制，取得了阶段性的重
大成果。正是这些研究工作的开展，为研究所培育和锻炼出一批在火箭和航天器研制方面的高素质的
专家和人才；当1986年3月我国启动国家863计划航天领域项目研究时，研究所勇敢、主动地承担了中
国载人航天技术发展途径研究和多用途飞船概念研究工作，成立了直属所领导的高技术组（最多时该
组人员达20余人），1986年到1990年该组成为我国航天界中国载人航天技术发展途径研究的主力军之
一，成为由863计划航天领域专家委员会和其专家组资助的进行多用途飞船概念研究的唯一单位。研究
所高技术组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曾先后在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3次太空站讨论会、航天工业部
科技委学术讨论会和中国宇航学会第2次载人航天讨论会等场合发表多篇内部的论文和研究报告，得
到了普遍的好评，其中有代表性的论文和报告已收录到本文集中，并首次公开发表。1989年5月，研究
所完成的《飞船天地往返运输系统概念研究》及《轨道救生艇概念研究报告》内部印发，这些报告和
论文对于载人飞船后续的研究、论证工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报告中提出的多用途飞船的构型为返
回舱居中的三舱构型，与神舟号载人飞船最终选择的构型是一致的。1991年4月25日，北京空间机电研
究所飞船天地往返运输系统研究组的多名同志受到国防科工委的表彰。“飞船天地往返运输（系统）
及轨道救生艇概念研究”荣获1991年航空航天工业部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除了完成多用途飞船概
念研究外，北京空间机电研究所还承担了“中国载人航天技术发展途径研究”的任务，从1986年4月
至1990年3月历时4年，该项研究于1989年初基本完成后，于1989年2月由航空航天工业部刘纪原副部长
召开专题会，听取该项研究成果的汇报。会议讨论认为：该项研究成果所提出的“中国载人航天以飞
船起步”的建议是科学的、符合中国国情的，飞船的技术发展途径是可取的。刘纪原副部长指示以此
框架为基础，由航空航天工业部计划司牵头编制“开展载人飞船工程研制请示”报告。1992年1月8日
，中央专委决策开展载人飞船工程可行性立项研究。“中国载人航天技术发展途径研究”荣获1994年
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和空间遥感技术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
成就。2003年，中国发射了第1艘载人飞船，航天员杨利伟遨游太空，安全返回、自主出舱，圆了中华
民族的千年飞天梦；研究所研制的神舟号飞船回收着陆分系统对保证返回舱和航天员的安全着陆起了
重要作用。2008年发射了神舟7号飞船，航天员翟志刚等圆满完成了舱外活动任务，并安全返回。2011
年发射了天宫1号目标飞行器和神舟8号飞船，首次圆满完成了空间交会对接任务。随着我国第1台测绘
相机、第1台传输型CCD相机、第1台传输型TDICCD相机、第1台空间可视化监控相机等一项项创新性
产品在研究所诞生，研究所目前研制成功了涉及多个系列，应用于数十颗卫星上的近百台空间光学遥
感器，成功率达100%，在轨性能均达到或优于设计指标，在对地观测、航天测绘、国土普查、资源开
发、海洋探测、环境监测和月球探测等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国民经济建设和国防现代化建设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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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载人航天技术发展途径研究》

了重要贡献。目前研究所已发展成为包括空间遥感技术、航天器回收与着陆技术、空间复合材料结构
技术和航天器火工装置技术在内的多学科的实力雄厚的研究所。在庆祝这些成就时，我们也应该庆贺
中国载人航天选择了正确的技术发展途径和正确的飞船方案。重读本书的论文和研究报告，仍可从中
领悟到贯穿于各篇论文和研究报告中的系统工程的研究方法和严、慎、细、实的学术作风。中国载人
航天技术发展途径研究和多用途飞船概念研究的成果是在航空航天工业部、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国
家863计划航天领域专家委员会和专家组的领导和支持下取得的，在这一研究中得到了北京空间飞行器
总体设计部、北京控制工程研究所、北京卫星信息工程研究所、北京空气动力研究所、北京航天材料
研究所、北京航天情报研究所、北京宇航系统工程研究所、北京航天动力研究所、上海空间推进研究
所、上海宇航系统工程研究所、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国防科技大学
、天津电源研究所等14家兄弟单位的技术支持，在此，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还要感谢王希
季院士、闵桂荣院士推荐本书由航天科技图书出版基金资助出版，感谢航天科技图书出版基金对本书
出版的大力支持。北京空间机电研究所所长岳涛2012年8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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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载人航天技术发展途径研究与多用途飞船概念研究文集(1986年至1991年)》收录了北京空间机
电研究所航天技术专家于1986年至1991年间撰写的有关载人航天的研究报告和论文，反映了在1992年
我国载人飞船工程立项之前，关于我国载人航天发展途径的研讨情况，提供了我国载人航天发展历程
中的一段鲜为人知的真实技术史料。
在本文集的文章中，航天技术专家在全面深入分析国外载人航天发展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结合我国
国情，论述了我国载人航天应以飞船起步的技术发展途径，提出了多用途飞船的初步设想。这些研究
成果对我国载人航天技术发展途径的选择起到了重要作用，为我国载人飞船工程的立项提供了科学的
依据，对神舟号飞船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和积极的影响。
《中国载人航天技术发展途径研究与多用途飞船概念研究文集(1986年至1991年)》适用于航天工程技
术人员、管理人员和从事航天史研究的相关人员阅读，也可作为高等院校相关专业的教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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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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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1项。李颐黎，北京空间机电研究所技术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研究员，北京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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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全与救生技术途径探讨（1986年9月） 我国航天高技术发展途径探讨——兼谈飞船及其应用（1986
年10月） 航天高技术发展战略（1986年12月23日） 我国空间站的救生艇及其应用（1987年2月20日） 
多用途飞船总体方案探讨——兼谈载人航天救生的技术途径（1987年9月10日） 对发展载人航天技术
的再思考（1988年1月） 关于发展我国多用途飞船的设想（1988年6月） 中国航天技术的发展战略
（1988年7月） 飞船方案·参数选择·性能分析（1988年7月）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如何起步之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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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提要（1989年10月） 对中国航天事业发展战略的思考（1990年4月） 中国发展载人航天设想和载人
飞船工程实施方案（1991年4月） 附录 论证、评议、统一认识——哈尔滨“2047”会议小结（1988年8
月） 北京空间机电研究所参加中国载人航天技术发展途径研究及从事多用途飞船概念研究的工作纪实
（2011年4月10日） 本文集中的主要论点和建议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实际实施情况的对照（2011年12
月21日）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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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与此同时，我们还看到：发达国家竞相开发空间环境资源的活动，已成为当今世界
航天技术发展的主题和中心。 随着世界缓和态势的加强，各国都更加注意发展经济，并都采取依靠科
技进步提高生产力的策略。目前美国、西欧和日本都在积极地思考着如何才能在21世纪的全球市场上
占有优势地位、生产出21世纪人类迫切需求的新产品，以完成产业结构的调整，以使产品升级换代并
扩展高技术产业的规模和效益。正是在这样的背景环境下，出现了发达国家争相研制工业空间设施和
永久性空间站，以开发空间资源的态势。在20世纪末到来之前，空间环境资源的开发，主要侧重于微
重力的商业开发，其重点是材料科学及其加工（诸如高纯度大型晶体的生产，超薄涂层等）和生命科
学。例如在微重力环境下，利用电泳技术的提纯药物。现有20种人类急需的而地面上又无法生产的内
源性药物，可作为空间制造的候选药物。这些药物的每公斤价格高达14～300亿美元。其中有些药物可
望于20世纪90年代生产出来。总之，开发空间及其商业化的目标是明确的，前景也是广阔的。 为此，
在2000年前发达国家都以成倍增长的巨额投入支持其规模宏大的研制计划。例：美国正在实施的工业
空间设施和永久性空间站及其先进运输系统计划，西欧的哥伦布舱、阿里安5运载火箭，赫尔墨斯小
型航天飞机计划，日本的空间站实验舱——H2型火箭－希望号小型航天飞机计划等。 这里，特别要
提及的是尽管美国空间站计划的时间表被推迟了，但是工业空间设施一类计划的出现，势必将加速空
间商业化的进程并有助于空间工业化的实施，而不是相反。 另外，我们也看到：进一步开拓应用卫星
系统，仍是在20世纪末到来之前的发展重点。 概括地说，2000年前的航天技术及其产业的发展，在很
大程度上将在军事、经济、科技、社会和政治的各个领域产生革命性的潜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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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12年11月25日，北京空间机电研究所在北京召开了本文集的研讨会。参加会议的有戚发轫院士（首
任神舟号载人飞船系统总设计师）、高树义研究员（北京空间机电研究所副所长）等专家和有关部门
领导。与会专家和领导对本文集的内容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讨论。在本次研讨会上，各位专家充分肯
定了这本文集出版的意义和必要性，以及对后续的载人飞船研究、论证工作所起的作用。同时对本文
集的内容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在此，我们谨对在本文集编写、出版过程中给予大力支持的戚发轫
院士、高树义研究员、陈灼华研究员、范晟研究员、李民处长、李红阳处长、刘海英主任等各位专家
和领导表示衷心的感谢！对为本文集修改做了大量工作的所机关王红杰、王博等同志表示诚挚的谢意
！主编2012年1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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