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7年空间科学研究水平整体跃
升；2035年重点方向跻身国际前列；2050
年重要领域国际领先，成为世界空间科
学强国。

10月15日举行的国新办发布会上，
中国科学院、国家航天局、中国载人航天
工程办公室联合发布了《国家空间科学
中长期发展规划（2024—2050年）》，提出
我国空间科学发展“三步走”战略目标。

为什么要制定这一规划？

“空间科学是航天活动的重要组成部
分，在探索宇宙奥秘、拓展人类认知边界
的同时，也有力带动空间技术的发展。”中
国科学院副院长丁赤飚说，近年来，我国
空间科学进入创新发展的“快车道”，但与
世界航天强国相比还有一定差距。

为推动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
用全面发展，我国凝聚全国空间科学领
域专家学者智慧，历时2年多，编制了《国
家空间科学中长期发展规划（2024—
2050年）》，相关领域的500多位专家学
者参与了规划编制。

“这是我国首个国家空间科学中长
期发展规划，将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

期我国开展空间科学研究的依据，有助
于进一步统筹国内相关科研力量、凝练
部署重大科技任务、深化国际交流合
作，从而使我国在有基础、有优势的领
域尽早取得世界级重大科学成果。”丁
赤飚说。

规划部署了哪些研究内容？

丁赤飚介绍，规划提出了我国拟突
破的“极端宇宙”“时空涟漪”“日地全景”

“宜居行星”“太空格物”5大科学主题和
17个优先发展方向。

“极端宇宙”主要是探索宇宙的起
源与演化，揭示极端宇宙条件下的物理
规律。

“时空涟漪”主要是探测中低频引力
波、原初引力波，揭示引力与时空本质。

“日地全景”主要是探索地球、太阳
和日球层，揭示日地复杂系统、太阳与太
阳系整体联系的物理过程与规律。

“宜居行星”主要是探索太阳系天
体和系外行星的宜居性，开展地外生命
探寻。

“太空格物”主要是揭示太空条件下
的物质运动和生命活动规律，深化对量子
力学与广义相对论等基础物理的认知。

规划还形成了我国空间科学中长期
发展路线图。

至2027年，运营中国空间站，实施
载人月球探测、探月工程四期与行星探
测工程，论证立项5至8项空间科学卫星
任务。

2028年至2035年，继续运营中国空
间站、实施载人月球探测，论证实施国际
月球科研站等科学任务，论证实施约15
项空间科学卫星任务。

2036年至2050年，论证实施30余项
空间科学任务，重要领域达到世界领先
水平。

“空间科学是航天国际合作的主渠
道，和平利用外空关乎全人类的福祉，
是全人类共同的事业。”中国科学院国
家空间科学中心主任王赤院士说，我们
将深入推动多种形式的空间科学国际
合作交流，让空间科技成果更好更多地
造福人类。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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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月球建科研站、到火星采样返回……
我国深空探测将这样干

国家航天局系统工程司司长杨小宇
在15日举行的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我
国未来在月球探测方面，将发射嫦娥七
号、嫦娥八号。嫦娥七号要对月球南极
环境和资源进行探测，嫦娥八号将开展
月球资源就位利用的技术验证。

“嫦娥七号和嫦娥八号会构成正在
论证的月球科研站基本型。”杨小宇说，
两者还会联合对月球内部结构进行多物
理场的综合探测。正在论证的国际月球
科研站将持续开展科学探测研究、资源

开发利用，包括一些前沿技术验证，是多
学科、多目标、大规模的科技活动。

杨小宇表示，行星探测方面，将发射
天问二号、天问三号、天问四号。天问二
号将对小行星进行采样返回，首先对小
行星进行环绕综合探测，然后采样返回，
对小行星演化和太阳系早期历史进行研
究；天问三号将进行火星采样返回，对火
星环境进行探测；天问四号将对木星和
木星的卫星进行研究，对木星空间和内
部结构进行探测。

我国还将实施载人月球探测工程。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中国载
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副主任林西强介绍，
将发挥好航天员在月面开展探测活动的
独特优势，为我国探索地外天体提供更
为广阔的历史机遇。

“我们将统筹利用首次载人登月前
的飞行试验以及载人登月的任务机会，
开展较大规模的空间科学实验，目前我
们初步规划了月球科学、月基科学和资
源勘查利用3个领域9大方向科学目标。”

林西强说。
嫦娥六号带回的月背样品研究进展

如何？杨小宇介绍，目前，科学家正对样
品进行整理，初步的物理、化学成分和结
构的探测已完成，发现了大量信息，如月
球早期演化和月球背面火山活动的信
息，也包含了记录采样点火山活动历史
的玄武岩，还包括来自其他区域的一些
非玄武岩物质。下一步将按照月球样品
分发有关政策，开展后续研究工作。

据新华社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15日就美日
印澳海军在印度洋举行“马拉巴尔”联合
训练等近期涉军问题答记者问。

美日印澳“四边机制”已沦为
美遏华维霸的政治工具

有报道称，10月8日，美国、日本、印
度、澳大利亚海军在印度洋举行“马拉巴
尔”联合训练，此举旨在应对中国，并在安
全保障领域强化美日印澳“四边机制”。
在回答记者相关问题时，吴谦表示，中方
认为，有关国家间的防务安全合作，不得损
害第三方利益，不得损害地区和平稳定。
所谓的“四边机制”，已完全沦为美遏华维
霸的政治工具。我们坚决反对有关方处处
拿中国说事，制造阵营对抗，推高地区紧张
局势。小团伙成不了大气候。亚太地区理
应是各国携手合作的大舞台，而不是地缘
政治博弈的角斗场。我们要求有关国家
摒弃零和对抗的执念，多做有利于维护地
区共同安全的事，而不是相反。

国防部介绍海军辽宁舰编队
训练情况

有记者问，据报道，日本防卫省近日
发布中国海军辽宁舰航母编队动向的通

报和照片。有媒体报道，辽宁舰编队已
围绕菲律宾转了一圈，之后与山东舰在
海南同框。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我们注意到日方有关炒作，日方这
个‘摄影师’又来博眼球、‘刷存在感’
了。”吴谦说，近日，中国海军组织辽宁舰
航母编队位南海有关海域进行训练，这
是年度计划内的例行性安排，旨在提高
编队体系作战能力。今后，中国军队仍
将按计划常态组织类似训练活动。

“天价”与“废旧”是美对台军
售的两个“驰名商标”

有记者问，据报道，美国政府问责局
近日指控雷神公司，在对台2013年“爱国
者”导弹系统采购案和2017年雷达系统
采购案中涉及欺诈，卖价格昂贵的导弹
和雷达给台湾地区。台国民党籍民意代
表痛批美军火商行径如同诈骗集团。请
问对此有何评论？

吴谦表示，我们坚决反对美国向中
国台湾地区提供武器。“有关报道只是揭
开了冰山一角。近年来，民进党当局极
尽谄媚之能事，百般向美国主子求购武
器，岛内百姓的血汗钱挥霍了很多，得到
的却是一堆破铜烂铁，养肥的是一帮贪

官污吏和军火商，这已引发岛内民众越
来越多的反对和不满。”吴谦说。

吴谦说，“天价”与“废旧”是美国对
台军售的两个“驰名商标”。从发霉防弹
衣到过期弹药，再到价格虚高的导弹雷
达，可以看出美国人的眼里只有“美国利
益”。“台独”是绝路，外人靠不住。妄图

“倚美谋独”，终将自取灭亡。

将提高中国驻黎维和部队自
身安全防卫能力

有记者就以色列国防军近日袭击联
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事件及中国维和
官兵情况进行提问。吴谦表示，中方对
以军袭击联黎部队表示严重关切和强烈
谴责。联黎部队根据联合国安理会决议
的授权执行维和任务，中方坚决反对任
何攻击联合国维和人员的行为，要求对
事件进行调查，对有关人员进行问责，并
采取切实措施，杜绝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冲突各方必须切实保障联黎部队人员和
资产安全。

吴谦说，中国驻黎巴嫩维和部队目
前安全。中方密切关注当地安全形势，
将采取措施进一步提高自身安全防卫能
力。 （新华社北京10月15日电）

三步走！我国空间科学中长期发展规划出炉

将寻找“宜居行星”，开展地外生命探寻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就近期涉军问题答记者问

中国驻黎巴嫩维和部队目前安全
中泰两军将举行

“突击-2024”陆军联合训练
新华社北京10月15日电 国防部新

闻发言人吴谦15日介绍，根据年度计
划及双方共识，10月中下旬，中国泰国
两国军队位云南举行“突击-2024”陆
军联合训练。

“这次联训以联合反恐行动为课
题，组织有人无人协同、特种爆破、直升
机机降、联合搜剿等课目训练，旨在提
升双方联合行动能力，为地区稳定注入
更多积极因素。”吴谦说。

大熊猫“宝力”“青宝”
搭乘专机抵达美国
当地时间15日，大熊猫“宝力”和

“青宝”搭乘专机抵达美国首都华盛顿
附近的杜勒斯国际机场。两只大熊猫
将前往华盛顿国家动物园，开启为期
10年的旅居生活。

大熊猫“宝力”，雄性，2021年8月出
生。大熊猫“青宝”，雌性，2021年9月出
生。两只大熊猫性格活泼，喜欢攀爬。

本月初，华盛顿国家动物园先后派
出4名饲养员和兽医到中国参与两只大
熊猫的饲养管理和疾病防治工作。中
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派出两名饲养
员和兽医，将在华盛顿国家动物园陪伴
大熊猫尽快适应新环境。 据央视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