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航天科普图文展 

                     --“普及航天知识•放飞太空梦想” 

 

 

 

 

 

 

 

 

 

 

 

 

 

 

 

 

 

 



   

前言 

 

航天技术，是现代科学技术中发展最快的尖端技术之一，是衡量一个国家科学技

术水平的重要标志，世界航天技术和航天活动的发展，极大地扩展了人类活动的新领

域，这是人类认识自然，开发宇宙空间的一个飞跃。 

人类为实现飞向太空的梦想曾经历了怎样的历程？为宣传航天知识，宏扬航天精

神，引导广大青年爱科学、学科学，学院宣传部和图书馆联合举办了“普及航天知识

•放飞太空梦想”为主题的科普展览。展览共分五个部分：认识宇宙、探索宇宙、开

发利用宇宙、载人航天、航天人物。 

 

 

     

 

 

 

 

 

 

 

 

 

 



   

 

1、宇宙概述 

宇宙是时间、空间和物质的总称。中国古代战国末期的尸姣说:“上下四方曰宇，往古来今曰宙”，

表明宇为空间，宙为时间，宇宙是时间与空间的统一。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对宇宙的认

识逐步加深，从太阳到太阳系，再扩展到银河系，现已能观测到 200 多亿光年的宇宙深处，这个范

围内包含了 10 亿个以上的星系。“物理宇宙”即从物理现象上进行解释的宇宙，它在空间上是无边无

际的，在时间上是无始无终的，部分为人们所见，即“观测到的宇宙”，大部分是人们的观测所不能

及的。 

人类所处的太阳系只是银河系的一个结构单元，银河系主体的直径约为 8.2 万光年。银河系是

本星系群的成员，后者共包含 40多个星系，所占的空间尺度约为 600万光年。本星系群是本星系团

的成员之一，后者包括了数百个星系。本星系团在重力的作用下又聚集成超级星系团。本超星系团

多呈薄饼状，延绵的长度在１０亿光年开外。所有的星系和星系群都沿着壁状分布，它们往往组成

更大尺度的宇宙泡沫状结构，由巨大的宇宙丝连接。在交织的网状结构间分布着巨大而又虚无的空

间。随着宇宙的扩张，虚无的空间也越来越大。这个架构大概花了１０亿年左右的时间才得以形成。 

  

 

第一篇   认识宇宙 



   

 

2、宇宙演化 

                                    

                                                                        

 

 

 

 

 

 

                              

 

 

 

第一篇   认识宇宙 

    浩瀚的宇宙:图中画面，

从左到右依次是地球、太阳

系、银河系、星系团、宇宙，

人类所能观察到的空间为一

百多亿光年的距离(1 光年

=10 万亿公里)，约含有 10

亿个类似银河系的星系，科

学家们利用三种相互独立的

办法测得宇宙的年龄大约都

为 150 亿年左右。 

    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现象: 科

学家们发现来自天空各个方向均

匀的微波背景辐射(波长 7.4cm，

温度为-270 度)，并认为这种辐射

是随着宇宙的诞生而产生的。美

国的伽莫夫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就已预见它的存在，并把产生这

种低能低温辐射的宇宙最初阶段

称作宇宙大爆炸。 

 

    宇宙的起源：大爆炸那一刻，

宇宙中所有的物质和能量都聚集

在一极点，温度达数百亿度，密

度达极值。大爆炸后，温度不断

下降，空间不断扩大，物质不断

相互远离，质子、中子、电子、

中微子及它们的反物质开始形成

宇宙物质，其中的 26%形成氦，其

余大多数为氢。 



   

 

2、宇宙演化 

 

 

 

 

 

   

 

第一篇   认识宇宙 

    星系的产生：宇宙物质出现后的

10-100 万年间氦原子和氢原子开始组

合，形成巨大的气体云(星云)，在一个

略比平均密度更大的星云区域，由于

受某种力(最初小扰动)的影响，逐渐演

化为星系。星系的形状千差万别，我

们的银河系呈螺旋状，它形成于

70-120 亿年前。 

    恒星的诞生:恒星诞生的最初物质是由

气体和尘埃组成的巨大星际云(星云)，当星

云塌缩时(约几百万年)，里面的物质浓缩并

且变热，温度急剧升高，变成一个独立的热

气团，我们把它叫做原恒星，原恒星继续收

缩几亿到几十亿年，并引发一系列反应，最

终形成恒星(大部分为氢气)，大云团生成蓝

或白的暖星，小云团生成黄或红色的冷星。 

    超新星爆炸:这是著名的蟹

状星云，公元 1054 年，中国人、

阿拉伯人、美洲的印第安人同时

观察到的一次超新星爆发，至今

已经扩散成这种螃蟹状星云，它

每秒钟能断断续续闪烁 33 次光

脉冲。 

    黑洞的形成: 超新星爆发时一

面把大量的物质喷射入太空中，另

外，留下的物质形成中子星或黑洞，

任何东西，甚至光都无法从那里逃

出。 



   

 

2、宇宙演化 

 

               

 

  

 

第一篇   认识宇宙 

    太阳的诞生：太阳是一

颗黄恒星，它诞生于 50 亿年

前。图中从左至右是太阳形

成的过程，最初是一个由气

体和宇宙尘埃组成的巨大星

云，随着星云不断收缩，星

云中心的温度不断升高，当

温度很高时，星云呈扁平状，

星云中心爆炸后，太阳诞生

了。 

    地球的诞生:地球是由

太阳星云的引力不稳定性

形成，地球诞生于 46亿年

前。地球的早期，大地上流

淌着滚烫的岩浆，那时月亮

离地球比现在近一倍多。 

    宇宙的未来:关于宇宙

是开放的还是封闭的科学

家们的意见还不统一，如果

是开放的，宇宙将会永远膨

胀下去；如果是封闭的，在

将来的某个时候宇宙将会

停止膨胀，重新收缩，最终

收缩成一极点。 



   

 

     

 

1. 人类对宇宙的早期探索 

      

人类飞向宇宙的梦想，有文字记载的至少有数千年。古代中国就有“嫦娥奔月”、敦煌莫高窟“飞

天”图案等美丽的传说。航天学界认为，中国明朝人万户为人类第一个尝试用火箭飞天的人。为表彰

他的功绩，国际天文联合会将月球上的一座环形山命名为“万户”。 

    

第二篇   探索宇宙 

    地球是人类的摇篮，但人类不会永远躺在摇篮里，向往在辽阔的宇宙中飞行，

是人类自古以来的美好梦想，人类也从未停止过探索和实践„„ 



   

           

           

                        公元 140 年，托勒密的地心说模型图 

公元 2 世纪，古希腊天文学家托勒密提出“地心说”,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地心说”反映

了人类在一定时期的认识水平，其中也有正确的内容，比如天体在圆轨道上绕中心天体运动，恒星要

比行星离开地球来得远等。 

   

         哥白尼“日心说”模型图             “地心说”与“日心说”模型图示 

 

第二篇   探索宇宙 



   

 

1543 年哥白尼提出“日心说”， 日心说推翻了地球静止不动的错误观点，但有两个很重要的

概念是不正确的：太阳位于宇宙的中心；太阳是静止不动的。     

   

 

 

          

 

 

       15～16世纪，欧洲天文学家建立了自己的天文台，肉眼观测遥远的太空。 

            

                                 伽利略 

第二篇   探索宇宙 



   

 

      17世纪初，伽利略发明了天文望远镜，开创了天文观测的新纪元 

        

伽利略观测到的月面和太阳黑子 

             

第二篇   探索宇宙 



   

 

 

      

            20 世纪初，各国建立大口径望远镜，并选择观测条件最佳的台址。 

                  

          

                

第二篇   探索宇宙 

    1687 年，牛顿的不朽杰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问

世。在该书中，牛顿首先提出了万有引力定律，并从理论上

对开普勒行星运动三大定律作出了科学的解释，它的发现是

人类科学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万有引力定律出现后，天

文学家才能把天体运动的研究建立在力学理论的基础上，从

而诞生了天文学的一门新的分支学科——天体力学，从而为

今日的航天伟业奠定了理论基础。 



   

 

2. 人类对宇宙的近代探索 

      

       人类第一艘宇宙飞船                             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1957年 10月 4日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前苏联）“斯普特尼号”的上天，开创了天文学的

新纪元——利用人造天体观测和探索太空的新时代。 

             

                                   苏联宇航员——加加林                                              

  1961年，苏联发射第一颗载人飞船，将宇航员加加林送入地球轨道，从而开辟了人类航天的新纪元。

为纪念加加林首次进入太空的壮举，俄罗斯把每年的４月１２日定为宇航节。 

第二篇   探索宇宙 



   

 

   

人类的“第一步”                                  阿波罗登月 

1969 年，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乘坐“阿波罗 11 号”宇宙飞船登上月球。人类第一次踏上了月球。 

 

                                         

第二篇   探索宇宙 

    1970 年 4 月 14 日，我国发射的第一

颗人造卫星，从此，我国跻身于世界航空

科技的大国行列。 

 

1971 年，原苏联发射第一个世界空间站

----“礼炮 1 号”空间站。 

 



   

 

 

                     航天飞机升空 

                      太空实验室 

 

第二篇   探索宇宙 

1981 年，美国的第一架航天飞机试

航成功。人类的载人航天活动由此进入规

模较大、飞行时间较长的空间探索与试验

阶段。 

 



   

 

        

                                    哈勃太空望远镜 

   1990 年 4月 24日,哈勃太空望远镜由“发现号”航天飞机搭载升空，开始了它的探索之旅。  

            

涡状星系是编号为 M 51 或 NGC 5194 的星系。图为哈勃太空望远镜拍摄的最为清晰的涡状星系照片。  

 

 

 

 

 

 

 

第二篇   探索宇宙 



   

 

从 1957 年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到 1981 年第一架航天飞机试航成功，人类对宇宙空

间的认识，已经从空间探索阶段，逐步进入到空间开发利用的新阶段。 

宇宙资源泛指宇宙中客观存在的、可供人类开发利用的环境和物质。主要包括：相对

于地面的高远位置资源，高真空和超洁净环境资源，微重力环境资源，太阳能资源，月球

资源，行星资源等。人类目前主要开发宇宙的空间资源、太阳能资源、矿产资源。从空间

资源看，宇宙辽阔、浩瀚，但对其开发仍以利用宇宙空间特殊的环境进行科学实验为主。

从太阳能资源看，它在宇宙空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但它的大部分不能透过大气到

达地球，所以在宇宙空间开发太阳能具有很大优势，对此，目前尚处于科研和设想阶段。

从矿产资源来看，目前了解比较多的是太阳系中的月球和小行星。 

   
通过运行在距地球近 36000 千米高空的三颗通信卫星实现覆盖全球的实时电视转播和通信 

 

第三篇   开发利用宇宙 

   这是个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卫星遥感

图像,通过卫星图像制图快捷而且准确。

通过卫星图像在监测水灾，火灾和农作

物估产的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意

义。 

http://wenwen.sogou.com/s/?w=%E4%BA%BA%E9%80%A0%E5%8D%AB%E6%98%9F&ch=w.search.intlink
http://wenwen.sogou.com/s/?w=%E8%88%AA%E5%A4%A9%E9%A3%9E%E6%9C%BA&ch=w.search.intlink
http://wenwen.sogou.com/s/?w=%E8%88%AA%E5%A4%A9%E9%A3%9E%E6%9C%BA&ch=w.search.intlink
http://wenwen.sogou.com/s/?w=%E5%AE%87%E5%AE%99&ch=w.search.intlink
http://wenwen.sogou.com/s/?w=%E7%A9%BA%E9%97%B4%E6%8E%A2%E7%B4%A2&ch=w.search.intlink
http://wenwen.sogou.com/s/?w=%E5%AE%87%E5%AE%99&ch=w.search.intlink
http://wenwen.sogou.com/s/?w=%E5%AE%87%E5%AE%99&ch=w.search.intlink
http://wenwen.sogou.com/s/?w=%E7%A7%91%E5%AD%A6%E5%AE%9E%E9%AA%8C&ch=w.search.intlink
http://wenwen.sogou.com/s/?w=%E5%A4%AA%E9%98%B3%E8%83%BD&ch=w.search.intlink
http://wenwen.sogou.com/s/?w=%E5%AE%87%E5%AE%99&ch=w.search.intlink
http://wenwen.sogou.com/s/?w=%E5%AE%87%E5%AE%99&ch=w.search.intlink
http://wenwen.sogou.com/s/?w=%E5%A4%AA%E9%98%B3%E8%83%BD&ch=w.search.intlink
http://wenwen.sogou.com/s/?w=%E7%A7%91%E7%A0%94&ch=w.search.intlink
http://wenwen.sogou.com/s/?w=%E7%9F%BF%E4%BA%A7&ch=w.search.intlink
http://wenwen.sogou.com/s/?w=%E5%A4%AA%E9%98%B3%E7%B3%BB&ch=w.search.intlink
http://wenwen.sogou.com/s/?w=%E5%B0%8F%E8%A1%8C%E6%98%9F&ch=w.search.intlink


   

 

                              

                    

                       

                              

    

   

第三篇   开发利用宇宙 

“风云一号”气象卫星(中国) 

“东方红三号”通讯卫星(中国) 

 欧洲地球资源卫星通信                   月面上的试验(美国)              

预警卫星(美国) 

国际通讯卫星 



   

                 

  

                                    

 

   

              利用矿产资源                   利用太阳能资源 

                                            

 

 

第三篇   开发利用宇宙 

国际空间站 和平号空间站 



   

 

 载人航天是人类驾驶和乘坐载人航天器在太空中从事各种探测、研究、试验、生产和

军事应用的往返飞行活动。其目的在于突破地球大气的屏障和克服地球引力，把人类的活

动范围从陆地、海洋和大气层扩展到太空，更广泛和更深入地认识整个宇宙，并充分利用

太空和载人航天器的特殊环境进行各种研究和试验活动，开发太空极其丰富的资源。目前

仅美、中、俄三国拥有自主载人航天能力。 

1. 世界载人航天发展历程 

   

 

       

第四篇   载人航天 

    加加林——1961 年 4 月 12 日，前

苏联宇航员加加林乘东方 1 号飞船升

空，历时 108 分钟，代表人类首次进

入太空。    

    捷列什科娃——1963 年 6 月 16 日，前苏

联捷列什科娃乘东方 6 号飞船上天，历时 2

天又 22 小时 50 分，成为世界第一位女宇航

员。 

 

http://baike.baidu.com/view/57261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65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3554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171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49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7261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8634.htm
http://wenwen.sogou.com/s/?w=%E6%8D%B7%E5%88%97%E4%BB%80%E7%A7%91%E5%A8%83&ch=w.search.intlink
http://wenwen.sogou.com/s/?w=%E5%89%8D%E8%8B%8F%E8%81%94&ch=w.search.intlink
http://wenwen.sogou.com/s/?w=%E5%89%8D%E8%8B%8F%E8%81%94&ch=w.search.intlink
http://wenwen.sogou.com/s/?w=%E6%8D%B7%E5%88%97%E4%BB%80%E7%A7%91%E5%A8%83&ch=w.search.intlink
http://wenwen.sogou.com/s/?w=%E5%AE%87%E8%88%AA%E5%91%98&ch=w.search.intlink
http://wenwen.sogou.com/s/?w=%E5%AE%87%E8%88%AA%E5%91%98&ch=w.search.intlink


   

           

 

         

 

                 

                 科马洛夫                         “联盟 1 号”坠毁残片 

1967 年 4 月 24 日，前苏联宇航员科马洛夫乘联盟 1 号飞船返回地面时，因降落伞未

打开，成为第一位为航天殉难的宇航员。 

 

第四篇   载人航天 

    列昂诺夫——1965 年 3 月 18 日，前

苏联宇航员列昂诺夫走出上升 2 号飞

船，离船 5 米，停留 12 分钟，首次实

现人类航天史上的太空行走。 

http://wenwen.sogou.com/s/?w=%E9%A9%AC%E6%B4%9B%E5%A4%AB&ch=w.search.intlink
http://wenwen.sogou.com/s/?w=%E5%89%8D%E8%8B%8F%E8%81%94&ch=w.search.intlink
http://wenwen.sogou.com/s/?w=%E5%89%8D%E8%8B%8F%E8%81%94&ch=w.search.intlink
http://wenwen.sogou.com/s/?w=%E9%A9%AC%E6%B4%9B%E5%A4%AB&ch=w.search.intlink
http://wenwen.sogou.com/s/?w=%E9%99%8D%E8%90%BD%E4%BC%9E&ch=w.search.intlink
http://wenwen.sogou.com/s/?w=%E8%88%AA%E5%A4%A9&ch=w.search.intlink
http://wenwen.sogou.com/s/?w=%E8%88%AA%E5%A4%A9&ch=w.search.intlink
http://wenwen.sogou.com/s/?w=%E5%AE%87%E8%88%AA%E5%91%98&ch=w.search.intlink


   

 

       

               

                

         阿姆斯特朗—— 1969 年 7 月 21 日，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走出阿波罗 11 号飞船

的登月舱，在月面停留 21 小时又 18 分钟，成为人类踏上月球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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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9 年 1 月 14―17 日，前苏联

的联盟 4 号和 5 号飞船在太空首次实

现交会对接，并交换了宇航员。 

http://wenwen.sogou.com/s/?w=%E9%98%BF%E5%A7%86%E6%96%AF%E7%89%B9%E6%9C%97&ch=w.search.intlink
http://wenwen.sogou.com/s/?w=%E7%BE%8E%E5%9B%BD&ch=w.search.intlink
http://wenwen.sogou.com/s/?w=%E7%BE%8E%E5%9B%BD&ch=w.search.intlink
http://wenwen.sogou.com/s/?w=%E9%98%BF%E5%A7%86%E6%96%AF%E7%89%B9%E6%9C%97&ch=w.search.intlink
http://wenwen.sogou.com/s/?w=%E9%98%BF%E6%B3%A2%E7%BD%97&ch=w.search.intlink
http://wenwen.sogou.com/s/?w=%E7%99%BB%E6%9C%88%E8%88%B1&ch=w.search.int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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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礼炮 1 号空间站——    

1971 年 4 月 9 日，前苏联发射

世界上第一艘长期停留在太空

的礼炮 1 号空间站。 

    太空联合飞行—— 1975 年 7 月

15―21 日，美国的阿波罗号飞船和前

苏联的联盟 19 号飞船在太空联合飞

行，成为载人航天的首次国际合作。 

   首架航天飞机哥伦比亚号 

   1981 年 4 月 21 日，美国成功发

射并返回世界上首架航天飞机哥伦

比亚号，使可重复使用的天地往返系

统梦想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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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批“人体地球卫星” 

    1984 年 2 月 7 日，美国宇航员麦坎德

列斯和斯图尔特不拴系绳离开挑战者号航

天飞机，成为第一批“人体地球卫星”。 

    萨维茨卡娅——1984 年 7 月 25 日，

前苏联萨维茨卡娅离开礼炮 7 号空间站，

成为第一位在太空行走的女宇航员。 

 

    第一位华裔宇航员——1985

年 7 月 25 日，王赣骏乘挑战者号

航天飞机进入太空，成为第一位华

裔宇航员。 

 

http://wenwen.sogou.com/s/?w=%E8%90%A8%E7%BB%B4&ch=w.search.intlink
http://wenwen.sogou.com/s/?w=%E5%89%8D%E8%8B%8F%E8%81%94&ch=w.search.intlink
http://wenwen.sogou.com/s/?w=%E5%89%8D%E8%8B%8F%E8%81%94&ch=w.search.intlink
http://wenwen.sogou.com/s/?w=%E7%A4%BC%E7%82%AE&ch=w.search.intlink
http://wenwen.sogou.com/s/?w=%E7%A9%BA%E9%97%B4%E7%AB%99&ch=w.search.intlink
http://wenwen.sogou.com/s/?w=%E5%A4%AA%E7%A9%BA%E8%A1%8C%E8%B5%B0&ch=w.search.intlink
http://wenwen.sogou.com/s/?w=%E5%AE%87%E8%88%AA%E5%91%98&ch=w.search.intlink
http://wenwen.sogou.com/s/?w=%E5%AE%87%E8%88%AA%E5%91%98&ch=w.search.intlink
http://wenwen.sogou.com/s/?w=%E6%8C%91%E6%88%98%E8%80%85%E5%8F%B7%E8%88%AA%E5%A4%A9%E9%A3%9E%E6%9C%BA&ch=w.search.intlink
http://wenwen.sogou.com/s/?w=%E6%8C%91%E6%88%98%E8%80%85%E5%8F%B7%E8%88%AA%E5%A4%A9%E9%A3%9E%E6%9C%BA&ch=w.search.intlink
http://wenwen.sogou.com/s/?w=%E8%88%AA%E5%A4%A9&ch=w.search.intlink
http://wenwen.sogou.com/s/?w=%E5%AE%87%E8%88%AA%E5%91%98&ch=w.search.intlink


   

 

 

 

2.中国航天发展初期大记事 

1970 年 4 月 24 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拉开了中国人探索宇宙奥秘，和平利

用太空，造福人类的序幕。 

 

1975 年 11 月 26 日，长征二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返回式卫星，卫星在轨运行 3 天后，按预定计划顺利回

收，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掌握卫星回收技术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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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5 年 6 月 29 日，美国亚特兰蒂

斯号航天飞机与俄罗斯和平号空间站第

一次对接，开始了总计 9 次的航天飞机

与空间站的对接， 为建造国际空间站拉

开序幕。 

http://www.baidu.com/s?wd=%E9%95%BF%E5%BE%81%E4%BA%8C%E5%8F%B7%E8%BF%90%E8%BD%BD%E7%81%AB%E7%AE%AD&hl_tag=textlink&tn=SE_hldp01350_v6v6zkg6
http://www.baidu.com/s?wd=%E8%BF%94%E5%9B%9E%E5%BC%8F%E5%8D%AB%E6%98%9F&hl_tag=textlink&tn=SE_hldp01350_v6v6zkg6


   

 

1981 年 9 月 20 日，中国第一次用一枚火箭成功发射一组三颗卫星。一箭三星的发射成功，标志着中国航

天事业的重大突破。 

 

1984 年 4 月 8 日，长征三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东方红二号试验通信卫星，标志中国航天已掌握了使用氢

氧发动机以及在失重条件下两次点火的技术，成为世界上第五个能够研制和发射同步静止轨道卫星的国

家。 

http://www.baidu.com/s?wd=%E9%95%BF%E5%BE%81%E4%B8%89%E5%8F%B7%E8%BF%90%E8%BD%BD%E7%81%AB%E7%AE%AD&hl_tag=textlink&tn=SE_hldp01350_v6v6zkg6
http://www.baidu.com/s?wd=%E4%B8%9C%E6%96%B9%E7%BA%A2&hl_tag=textlink&tn=SE_hldp01350_v6v6zkg6
http://www.baidu.com/s?wd=%E9%80%9A%E4%BF%A1%E5%8D%AB%E6%98%9F&hl_tag=textlink&tn=SE_hldp01350_v6v6zkg6
http://www.baidu.com/s?wd=%E4%B8%AD%E5%9B%BD%E8%88%AA%E5%A4%A9&hl_tag=textlink&tn=SE_hldp01350_v6v6zkg6
http://www.baidu.com/s?wd=%E5%A4%B1%E9%87%8D&hl_tag=textlink&tn=SE_hldp01350_v6v6zkg6
http://www.baidu.com/s?wd=%E9%9D%99%E6%AD%A2%E8%BD%A8%E9%81%93%E5%8D%AB%E6%98%9F&hl_tag=textlink&tn=SE_hldp01350_v6v6zkg6


   

 

 

1985 年 10 月 25 日，中国政府宣布长征系列运载火箭承担国际搭载和卫星发射业务，从此中国航天步入

国际市场。自 1990 年 4 月 7 日发射亚洲一号通信卫星之后，至 2000 年，中国共将 26 颗外国卫星成功发

射长空。 

 

 

1988 年 9 月 7 日，中国启用长征四号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地发射了一颗试验性气象卫星风云

一号。这是中国自行研制和发射的第一颗极地轨道气象卫星。 

 



   

1990 年 4 月 7 日，中国用自行研制的长征三号运载火箭成功将美国制造的亚洲一号通信卫星送入太空。

标志着中国正式进入国际航天发射市场。 

 

1992 年 8 月 14 日，长征二号捆绑式运载火箭成功发射由美国休斯公司研制的澳大利亚“澳赛特 BI”通

信卫星。长二捆运载火箭在大推力发动机、大型卫星整流罩、火箭捆绑技术等方面取得重大成果。中国航

天已具备发射各种大载荷商用卫星的能力。 

 

1997 年 5 月 12 日，长征三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发射东方红三号通信卫星，中国大容量通信卫星技术实现了

重大突破。 

 



   

 

 

 

 

3.我国神舟系列飞船发展大记事 

目前神舟系列航天飞船已经发展至第十一代，其在功能上亦从简单的太空轨道绕行，发展到载人飞行、

物资运送、空间站对接等多项任务。这跟我国航天技术的发展和太空空间站建设的蓝图有着重要的关系。 

             

1999 年 11 月 20 日，神舟一号飞船于凌晨 6 点在酒泉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它是我国载人航天计划

中发射的第一艘无人试验飞船。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首次飞行，标志着中国在载人航天飞行技术上有了重

大突破，是中国航天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神舟一号飞船 

 

北京时间 2001 年 1 月 10 时零分，神舟二号无人飞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这是我国载人

工程第二次飞行试验，它标志着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取得了新进展，向实现载人飞行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2001 年 1 月 16 日返回地面，由于降落伞系统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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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没取得完全成功 

 

2002 年 3 月 25 号 22 时 15 分，神舟三号飞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神舟三号完成了预定

的全部科学试验和探测任务，取得了圆满成功。这次发射成功标志着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取得了新的重要进

展，为把中国的航天员送上太空打下了坚定的基础。 

 

“神舟 3 号”于 2002 年 3 月 25 日升空 

 

2002 年 12 月 30 日，神舟四号飞船在酒泉载人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神舟四号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

第三艘正样无人飞船，其配置、功能及技术状态与载人飞船完全一致飞船在轨飞行期间，船上各种仪器设

备性能稳定，工作正常，取得了大量宝贵的飞行试验数据和科学资料。 

 

“神舟 4 号”于 2002 年 12 月 30 日升空，2003 年 1 月 5 日在内蒙古中部预定区域着陆，顺利回收。 

 

2003 年 10 月 15 日至 16 日，进行了我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我国航天员杨利伟乘坐神舟五号载人

飞船，在太空运行 14 圈，历时 21 小时 23 分，顺利完成各项预定操做任务后，安全返回主着陆场。轨道

舱留轨运行半年时间，获得了大量的科学实验成果。 



   

   

“神舟”五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 

 

 

2005 年 10 月 12 日至 16 日，我国航天员费俊龙，聂海胜乘坐“神舟”六号载人飞船，在太空运行

76 圈，历时 4 天 19 小时 33 分，实现了多人多天飞行并安全返回主着陆场。轨道舱留轨运行了 707 天，

开展了大量的科学实验，为长寿命空间飞行器的研制积累了经验。 

 

神舟六号，聂海胜在舱里静静地观看着自己的拍摄的 dv 画面 

 

2008 年 9 月 25 日，我国第三艘载人飞船神舟七号成功发射，三名航天员翟志刚、刘伯明、景海鹏顺

利升空。27 日 16 时 48 分，翟志刚在太空迈出第一步，中国人的第一次太空行走开始，翟志刚身着我国

研制的“飞天”舱外航天服，在身着俄罗斯“海鹰”舱外航天服的刘伯明的辅助下，进行了 19 分 35 秒的

出舱活动。中国随之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掌握空间出舱活动技术的国家。 2008 年 9 月 28 日傍晚时分，神

舟七号飞船在顺利完成空间出舱活动和一系列空间科学试验任务后，成功降落在内蒙古中部阿木古朗草原

上。 



   

 

神舟七号发射升空 

 

2011 年 11 月 01 日 05 时 58 分，神舟八号飞船成功发射，主要任务是与天宫一号对接。升空后 2 天，”

与 9 月 29 日发射的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进行了空间交会对接，标志着中国成为继苏、美后第 3 个自主掌

握次自动交会对接的国家，也标志着中国已经初步掌握了自动空。 

 

神舟八号飞船发射成功 

 

2012 年 6 月 16 日，我国第四艘载人飞船神舟九号于 18 点 37 分 24 秒成功发射，三名航天员景海鹏、

刘洋、刘旺顺利升空，航天员景海鹏第二次参加飞行任务；刘洋成为中国首位参加载人航天飞行的女航天

员。18 日约 11 时左右转入自主控制飞行，14 时左右与天宫一号实施自动交会对接，这是中国实施的首

次载人空间交会对接。并于 2012 年 6 月 29 日 10 点 00 分安全返回。 

 

神舟九号航天员胜利返航 

 



   

2013 年 6 月 11 日，我国第五艘载人飞船神舟十号于 11 日 17 时 38 分搭载三位航天员飞向太空， 将

在轨飞行 15 天，并首次开展我国航天员太空授课活动。飞行乘组由男航天员聂海胜、张晓光和女航天员

王亚平组成，聂海胜担任指令长。飞船升空后再和目标飞行器天宫一号对接，任务将是对“神九”载人交

会对接技术的“拾遗补缺”。在轨飞行 15 天，其中 12 天与天宫一号组成组合体在太空中飞行，与天宫一

号进行交会对接成功，标志着中国已经基本掌握了空间飞行器交会对接技术。将对后续的天宫二号即第二

代空间实验室的建设打下坚实的基础。 

 

神舟十号，太空授课展示陀螺运动 

 

2016 年 10 月 17 日 7 时 30 分，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了我国第六艘载人飞船神舟十一号，

航天员景海鹏、陈冬，航天员景海鹏第三次参加飞行任务。神舟十一号进行宇航员在太空中期驻留试验，

驻留时间将首次长达 30 天。19 日凌晨，神舟十一号飞船与天宫二号自动交会对接成功。航天员景海鹏成

功打开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舱门，两位航天员顺利进入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景海鹏成为第一个进入天宫

二号的航天员。 

 

神舟十一号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 

 

 

 

 



   

 

从中国古代的万户近乎疯狂甚至荒谬的飞天行动到美国“哥伦比亚”号航天员魂归碧

空，从美俄星球大战到现代航空领域的高水平竞争，都离不开为航空航天事业默默奉献的

工作者。他们不管是幕后的科学家还是无畏的航天员，每个人都有许多传奇和平凡的故事。

而他们每一次的太空探险，都在航天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 

一、 世界航天科学家—航天先驱者之路 

   

 

  

第五篇   航天人物 

1. 飞出地球摇篮的梦想—航天理论的奠基

者:俄国的康斯坦丁•齐奥尔科夫斯基 

2. 月球火箭人的追求—现代火箭技术之父:美国专

家罗伯特•戈达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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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骆驼能发现新水源—德国火箭之父赫尔

曼.奥伯特 

4. 为创立航天学不懈努力—法国航

天先驱罗伯特.埃斯诺.贝尔特利 

5. 向遥远星球进军—前苏联首个宇航工

程师费里德里赫·阿尔图洛维奇·灿德尔 

 



   

 

  

二、 中国航天科学家—追寻飞天的足迹 

1.大鹕展翅高飞--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者钱学森 

     

  2.对人造卫星情有独钟——中国人造卫星的开创者赵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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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扬起宇航的风帆--前苏联航天巨擎

谢尔盖.巴甫洛维奇.科罗廖夫 

    钱学森(1911-2009)，是我国航天科

技事业的先驱和杰出代表，被誉为“中

国航天之父”和“火箭之王”。 

    赵九章 (1907-1968)，是我国人造卫星

事业的倡导者和奠基人之一，地球物理学

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3.通向太空的铺路人--航天系统总设计师任新民 

 

4.通天之路永无止境—远程火箭总设计师屠守锷 

 

 

 

 

第五篇   航天人物 

   任新民 (1915- )， 安徽省宁国县人，

航天技术和火箭发动机专家，是第一枚

“长征”火箭的总设计师。 

    屠守锷 （1917-2012），浙江省人，火

箭技术和结构强度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 



   

 

5.出水蛟龙一代骄—火箭型号总设计师黄纬禄 

 

   6.巡天遥看一千河—航天测控技术的开拓者陈芳允 

 

 

 

 

第五篇   航天人物 

   黄纬禄 （1916-2011） ，安徽人，

火箭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

宇航科学院院士。 

    陈芳允 （1916-2000），浙江省台州市人，

无线电电子学、空间系统工程专家，中国科学院

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中国卫星测量、控

制技术的奠基人之一。 



   

 

7.太空中运动的支点—科学试验卫星的总设计师杨嘉墀 

 

8. 从 8 公里起飞--返回式卫星总设计师王希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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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嘉墀 （1919-2006），江苏省吴

江县人，卫星和自动控制专家，中国科

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 

    王希季(1921-),云南省大理市人，中国功勋卓著的

航天技术专家，中国空间事业开创人之一、我国第一

颗返回式卫星总设计师、空间返回技术学科带头人，

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士。 



   

 

9.让太空缀满中国卫星—人造卫星系列总设计师闵桂荣 

 

   10.志存高远向天歌—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王永志 

 

 

三、 世界各国航天员—征服太空的英雄 

1. 第一位太空骄子一世界上第一个航天员加加林 

第五篇   航天人物 

第五篇   航天人物 

    闵桂荣（1933-），福建省莆田市人，工程

热物理学及空间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 

   王永志（1932-），辽宁省昌图县人,著名火

箭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

士、俄罗斯宇航科学院外籍院士。 



   

 

2.暮年再国太空梦一美国第一个航天员格伦 

   

 

 

3.太空中飞翔的海鸥一世界上第一位女航天员捷列什科娃 

第五篇   航天人物 

    人类在太空飞得越远，宇宙飞船和航天飞机的载人

飞行越多，就越能让人难忘前苏联航天员尤里•加加林

(1934 - 1968)开辟的太空探索之路。他第一次艰难而光

荣的太空之行，为人类立下了盖世奇功。 

   美国航天员约翰•格伦(1921-)一生参加过两次

太空飞行：一次是最早乘宇宙飞船实现轨道飞行，

成为美国开辟航天飞行的第一人；一次是以 77 岁

高龄乘航天飞机重返太空，成为世界上第一个遨

游太空的古稀老人。他在航天史上创造了两个第

一的记录。 



   

 

4.在群星中游泳的人一第一个太空行走的航天员列昂诺夫 

 

 

 

 

5. 航天飞行的代价 -- 第一个太空殉难的航天员科马罗夫 

第五篇   航天人物 

    1963 年 6 月 16 日瓦莲金娜•捷列什科娃

(1937-)驾驶的“东方-6”号航天飞船飞向太空。

她成为世界第一个飞进宇宙的女性。她一共飞行

了 70 小时 40 分钟 49 秒，绕地 48 圈。 

   前苏联航天员列昂诺夫.阿列克谢•阿尔希波维

奇(1934- ) 1965 年 3 月 18 日，乘上升 2 号飞船进

入太空飞行，在舱外活动 24 分钟，系安全带离开

飞船达 5 米，成为世界上第一位在太空行走的人。

这次飞行历时 26 小时 2 分钟。1975 年 7 月 15 日，

担任联盟 19 号飞船指令长再次进入轨道，同美国

阿波罗号飞船的 3名航天员进行 6天的联合飞行。 



   

 

 6.太空飞行的一次飞跃 -- 第一个登月航天员阿姆斯特朗 

 

 

 

 

 

 7.有趣的太空飞行 -- 第一个航天飞机指令长约翰·杨 

第五篇   航天人物 

   自加加林上天飞行以来，宇宙飞船在地面试验时

发生过事故，在太空飞行时也屡遇险情。航天员甚至

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前苏联航天员弗拉基米尔•科马

罗夫(1927-1967)是第一个在太空殉难的英雄。 

   “对一个人来说，这是一小步。可对人类来

说，这却是巨大的一步。”1969 年 7 月 21 日，

当美国航天员尼尔•阿姆斯特朗(1930-2012)踏上

月面时，道出了这句意味深长的名言。阿姆斯特

朗在月球上留下的人类的第一只脚印，这确实是

人类航天史上的一座丰碑。 



   

 

 8. 向她献上一束太空鲜花——首位太空行走女航天员萨维茨卡娅 

 

 

 

9.太空超级明星的凤采-- 美国第一个女航天员萨丽·赖德 

第五篇   航天人物 

    美国航天员约翰•杨(1930-)是第一个 6 次飞

上太空和第一个乘航天飞机遨游太空的航天员，

其中还有一次飞上月球旅行。他在总结自己一生

的太空飞行生涯时说：“航天飞行的确是一件有

趣的工作。” 

    在世界上第一个女航天员上天将近 20

年后，太空才又出现了女性的身影。前苏联

的斯维特兰娜•萨维茨卡娅(1948-)打破僵局，

成为第二个进入太空飞行的女英雄，而且她

两次飞上太空，首开妇女太空行走的先河。 



   

 

10.她是一个勇敢的女人——第一个航天飞机女机长科林斯 

 

 

 

 

 

四、 中国十大飞天航天员 

1.杨利伟：中国飞天第一人 

第五篇   航天人物 

    美国第一个女航天员萨丽•赖德(1951-)，是

继苏联捷列什科娃和萨维茨卡娅之后世界上第

三个进入太空飞行的妇女。她参加过两次航天

飞机的飞行，为美国妇女航天开辟了成功之路。 

   美国航天员艾琳•科林斯(1956-)先

后于 1995 年 2 月 3 日、1997 年 5 月 15

日、1999 年 7 月 23 日三次到太空飞行，

前两次是作为驾驶员，第三次是担任机

长(指令长)，她是迄今惟一一名航天飞

机的女驾驶员和女机长。 



   

  

2.景海鹏：中国首位三次进入太空的航天员 

       

        

 

 

3.翟志刚:首位太空行走的中国人 

第五篇   航天人物 

    杨利伟(1965- ), 男，辽宁人，汉族 ，大学文化

程度。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特级航天员，少

将军衔，中国载人航天首飞梯队成员。2003 年 10

月 15 日北京时间 9 时，杨利伟乘由长征二号 F 火箭

运载的神舟五号飞船首次进入太空，象征着中国太

空事业向前迈进一大步，起到了里程碑的作用。 

    景海鹏（1966－），男，汉族，山西省运

城人，拥有双学士学位。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

队特级航天员，大校军衔，中国载人航天首飞梯队

成员。2008 年 9 月 25 日第一次搭乘神舟七号飞船

升空。2012 年 6 月 16 日第二次与航天员刘旺、刘

洋共同搭乘神舟九号飞船升空，景海鹏担任指令长，

成为中国第一个两次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航天员。

2016 年 10 月 17 日航天员景海鹏第三次参加飞行任

务，景海鹏成为第一个进入天宫二号的航天员。 

 



   

 

 4.聂海胜:中国第二位两次进入太空的宇航员 

 

 

 

 

 

5.刘洋:中国首位飞天女航天员 

第五篇   航天人物 

    翟志刚(1966-)，男,黑龙江省齐齐哈尔人， 

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二级航天员，副

师职，大校军衔，中国载人航天首飞梯队成

员。2008 年 9 月 25 日他与刘伯明、景海鹏在

甘肃酒泉随“神七”发射升空，并在 9 月 27

日作太空漫步，成为第一位进行太空漫步的

中国航天员。 

    聂海胜(1964-)，男，湖北枣阳人，中国人民解放军航

天员大队少将军衔，中国载人航天首飞梯队成员。2005

年 10 月 12 日，执行神舟六号载人飞行任务，获得圆满成

功。2013 年 6 月 11 日，他与新航天员张晓光、王亚平（女）

搭乘神舟十号再次飞抵浩瀚宇宙，并担任指令长。 



   

 

6.费俊龙：中国首位载人飞船指令长 

 

 

 

 

 

 

 

 

7.刘伯明 

第五篇   航天人物 

    刘洋（1978 年— ），女，河南省郑州

人，学士学位。中国首名女航天员，中国人

民解放军空军中校军衔。2012 年 6 月 15 日，

她与男航天员景海鹏、刘旺执行神九飞行任

务，成为中国第一位飞天的女航天员。 

    费俊龙(1965-),男，江苏昆山人，中国人民解放军

航天员大队大队长、特级航天员，副军职，少将军衔，，

中国载人航天首飞梯队成员。2005 年 10 月 12 日与聂

海胜搭乘神舟六号飞船进入太空并担任指令长，成为

中国第二批进入太空的宇航员。 



   

     

8. 刘旺 

 

 

 

 

 

 

 

9. 张晓光 

第五篇   航天人物 

    刘伯明(1966-)，男，黑龙江省依安人。中国

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二级航天员，副师职。2008

年 9 月 25 日与翟志刚、景海鹏搭乘神七升空，9

月 27 日协助翟志刚完成“出舱行走”任务。 

    刘旺(1969-)，男，汉族，山西省平遥县人，硕士

学位。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二级航天员，大校

军衔。2012 年 6 月 16 日，与景海鹏和刘洋搭乘神舟

九号进入太空进入预定轨道，并成功驾驶神舟九号飞

船与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的对接，开创了中国人太空

“开飞船”的历史。 



   

 

10. 王亚平 

 

11.陈冬  

陈冬，男，汉族，1978 年 12 月出生于河南洛阳，籍贯河南郑州，现为中国人民解放

军航天员大队三级航天员，上校军衔。2016 年 10 月 17-2016 年 11 月 18 日期间执行神舟

十一号飞行任务，获得圆满成功，这也是陈冬首次参加载人飞行。 

 

 

 

 

 

   张晓光（1966-），男，满族，辽宁省锦州人，

硕士学位。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二级航天员，

大校军衔，2013 年 6 月 11 日与聂海胜、王亚平(女) 

搭乘神舟十号进入太空进入预定轨道，并进驻空间

站进行天地互动实验。 

王亚平（1980-），女，汉族，山东省烟台人，

学士学位。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四级航天

员，中校军衔。2013 年 6 月 11日与聂海胜、张晓

光搭乘神舟十号进入太空进入预定轨道，并进驻

空间站进行天地互动实验。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133141&ss_c=ssc.citiao.link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133141&ss_c=ssc.citiao.link


   

 

遨游太空是人类亘古不灭的梦想，随着航天事业的发展，各种航天技术应运而生，如

航天飞机、国际空间站、各种卫星等技术得到了非常快速的发展，反映了人类对太空，对

未知事物孜孜不倦的探索与对真理的执着追求。 

进入 21 世纪以来，航天探索更是引起了许多国家的关注。如今，空间探测器已经成功

地考察了太阳系的许多行星，实现了在金星和火星上软着陆，探测了水星、木星、土星。

几十年的航天活动不仅促进了人类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而且对人类社会生活也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航天活动的巨大成就，进一步刺激了人类的幻想，一些人甚至

提出了在月球、火星建立基地的想法，他们设想，在将来的某一天，人类可以在那里生活、

进行航天探索„„ 

有“航天之父”之称的俄罗斯科学家齐奥尔科夫斯基说过“地球是人类的摇篮，但是

人类不会永远生活在摇篮里。”“人类不断地争取着生存世界和空间，起初小心翼翼地穿

出大气层，然后就是征服整个太阳系。”它鼓舞了许多科学家、航天员，也将鼓舞着我们

把航天活动推向下一个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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