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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这次发射任务的长二丁运载

火箭是中国在上世纪 90 年代专门为

发射返回式卫星研制的。

航天科技集团第八研究院实践十

号运载系统总指挥谈学军介绍，这次

发射实践十号距离长二丁上一次发射

返回式卫星已相隔 11 年。中国之前

研制的返回式卫星回收点都在四川

中部遂宁山区，因为当时那里人口和

城镇相对较少。但随着经济快速发

展，近年来遂宁山区人员密度增大，

为保护当地百姓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同时也为了方便卫星搜寻回收，实践

十号的回收点在去年改为内蒙古四

子王旗。

“因此，火箭的整体参数也根据这

一变化做了相应调整。此外，为了在

发射前为装载生物样品预留时间，火

箭燃料加注的时间也提前了。”谈学军

说。

到目前为止，长征二号丁已经发

射了 27 次，先后将 39 颗卫星送入太

空，保持了百分之百的成功率，赢得

“金牌火箭”之称。实践十号是长二

丁发射的第二颗中国空间科学系列

卫星。长二丁去年底成功将暗物质

粒子探测卫星“悟空”送入太空，今年

还将发射中科院研制的量子卫星和

碳卫星。

人类能到太空繁衍后代吗？
中国实践十号卫星有助解答

人类未来能否离开地
球，穿越漫漫星际，在宇宙
中长期生存？

人类能否到太空中去
繁衍后代？在太空诞生的
人会是什么样？

宇宙飞船着了火怎么
办？

在没了昼夜之分、四
季之分、上下之分的太空
中，地球之花还会按故乡
的时间绽放吗？会有别样
的美吗？会结出与地球上
不同的种子吗？

⋯⋯
现在要回答这些问题

也许还为时尚早，但中国
科学家未来两周在太空中
开展的 19 个新奇又有趣
的实验，能帮助积累和增
进相关的知识。

6 日凌晨，在位于中国西北戈

壁滩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长征二

号丁运载火箭将实践十号卫星送

入太空。

这颗返回式卫星携带了等待

开花的水稻、拟南芥，体态轻盈的

果蝇，上千只蚕卵（其中一部分将

在太空中孵化），细小的线虫，小鼠

的胚胎⋯⋯经过太空旅行后，这些

“乘客”将随卫星返回舱重返地球，

着陆在内蒙古四子王旗，帮助科学

家揭示微重力环境和空间辐射对

生命的影响。

中国科学家还准备在实践十

号这个临时搭建在太空的实验室

里，“烧上几把火”；观察液滴如何蒸

发，以及沸腾的液体中冒出的泡泡

⋯⋯

除了寻找人类未来宇宙生存之

法，实践十号的科学实验也将有助于

人类更好地在地球上生活，例如：更

高效地开采石油；减少燃煤污染；在

太空制造地球上造不出来的材料。

实践十号卫星总设计师赵会

光介绍，中国是继美国、俄罗斯之

外第三个掌握返回式卫星技术的

国家。实践十号卫星是利用中国

成熟的返回式卫星技术，开展微重

力科学和空间生命科学研究的高

效、短期、综合空间实验平台。实

践十号将完成六大领域和 19 项科

学实验，其中 8 项流体物理试验在

卫星留轨舱中进行，其他 11 项科

学试验在回收舱中进行。

他说，返回式卫星有着独特的

优势，不少生物实验、生命科学实验

和科学搭载实验，在轨实验后都需要

返回地面来直接分析资料。此外，样

本在太空停留时间不能太长，而要在

未来空间站进行，返回一次时间较

长，所以这种短期、需实物的实验用

返回式卫星非常合适。

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主

任、空间科学卫星工程常务副总指挥

吴季介绍，实践十号是世界上单次搭载

空间实验项目最多的卫星。科学家利

用卫星留轨舱和回收舱，开展涉及微重

力流体物理、微重力燃烧、空间材料科

学、空间辐射效应、重力生物效应、空间

生物技术等领域的多项空间科学实验，

揭示微重力条件和空间辐射条件下的

物质运动及生命活动规律。

“中国要想创新驱动发展，必须有

知识。目前在空间科学领域，中国还

只是知识的使用国。实践十号将极大

地提高中国微重力科学及空间生命科

学研究的整体水平，为未来空间环境

的开发利用提供创新知识，对促进中

国在空间科学领域的创新发展具有重

大意义。”吴季说。

实践十号首席科学家、中科院院

士胡文瑞说：“实践十号上开展的科学

实验都是全新探索，都是国外没有开

展过的，每项实验都具有创新性和很

强的科学研究价值，将孕育学术上重

大问题的突破。”

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实践十号卫星

总指挥邱家稳介绍，实践十号紧密围

绕有关能源、农业和健康等领域国家

科技战略目标，结合航天器防火等关

键技术需求，促进地面生物工程、新材

料等高技术发展和生命科学等基础研

究取得突破，对于推动中国空间微重

力科学和空间生命科学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

空间科学实验独具创新

实践十号是中国第 25 颗返回式

卫星，也是首颗大规模实施空间微重

力实验的卫星。

专家介绍，地球上的物理现象，都

受到地球重力的制约，比如浮力、沉

降、压力梯度等。在微重力环境下，

在地面上被重力掩盖的因素就开始

变得重要，因此，微重力环境能观察

到很多地球上不可能观测到的独特

现象。

中国将于 2020 年前后建成空间

站，届时空间站上可以做很多微重力

实验。那么科学家为何还要在返回式

卫星上做实验？

胡文瑞解释，在空间站上做实验

的优势包括时间长、可以人为控制等，

但残余重力的干扰可能给实验结果

带来影响。实践十号卫星是专门为

科学而设计的卫星，可为实验提供比

空间站更低的重力，对一些实验更加

有利。

同时，在返回式卫星上做实验机

动性更好。一些实验样本希望装到卫

星上的时间离发射越近越好，例如这

次实验中的干细胞、骨髓样品、胚胎等

是在发射前几个小时才装入卫星。并

且，在实验结束后，样品能随返回舱尽

快回收，取出分析。

此外，实践十号既有返回舱还有

留轨舱，一些空间站上不敢做的实验，

例如燃烧实验，就可利用留轨舱来完

成。

“返回式卫星既是对空间站的补

充，也能发挥空间站不可代替的功

能。”胡文瑞说。

实践十号科学应用系统总设计师

康琦说，利用返回式卫星开展空间科

学实验，实验环境好、微重力水平高、

风险小、成本低，一次飞行可提供较

多的实验机会，特别有利于开展国际

合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空间实验手

段。

据悉，欧洲空间局和日本宇宙航

空研究开发机构参与了实践十号上的

部分实验研究。

时隔11年中国再发返回式卫星

开辟太空实验场

揭开被重力掩盖
的科学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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