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青春筑就“飞天梦”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系统设计室 

 

大家好,我来自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系统设计室。 

空间应用系统，是载人航天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开展

空间科学研究及应用的重要力量。作为总体中的“总体”，我们系统

设计室在这场科技会战中，既是空间应用系统总体的参谋部，又是总

体决策执行的抓手。这是一支由 22 人组成、平均年龄 33岁的年轻团

队。 

如果把飞船和空间站比喻成一间充满高科技元素的房子，那我们

就是这座房子的智能家居设计者。说到这儿，大家可能还是很好奇，

我们做了什么样的设计呢？在神舟七号飞船上，安排了一颗在轨释放

与伴随飞行的微小卫星，航天员翟志刚专门出舱为我们拿回了材料试

验装置。在神舟八号飞船上首次开展了深度国际科学合作。在天宫一

号目标飞行器上安排了高光谱成像仪、光子晶体生长研究、空间环境

与物理探测等领域的应用项目。今天，来到气象局，我也给大家带来

一个好消息，在天宫二号上，我们安排了对地球大气层进行紫外光谱

临边探测的成像仪，将对气象工作者提供更有力的支持。 

 

“登九天兮抚彗星”，“援北斗兮酌桂浆”，中国古代诗人屈原

早在 2000 多年前就发出遨游太空、探索宇宙的畅想。而到今天，我

们就是把古人的幽思奇想变为现实的人。 

把梦想变为现实，需要一支能特别战斗的团队。我国实施的神舟

八号任务至今还让我们记忆犹新，这是载人航天工程空间应用领域的

首次国际合作，吸引了 5 个国家、近百人的科学、技术管理人员参与。

这次任务安排了 17 项空间科学实验，仅需要准备的试验样品就多达

34 种，其中装载着有望实现重大科研突破的甲状腺癌细胞、水稻苗、

秀丽线虫等样品。 



2011 年 10 月 30 日，飞船发射前 48 小时，样品加载工作开始，

我们却发现几个难题：飞船加电的时间一般在发射前的 2 小时 50 分

钟，现在就把实验样品装船，又无法加电保温，很容易让样品丧失活

性甚至有被冻死的危险。11 月的戈壁沙漠，夜间最低温度达到零度。

同时，发射场也不是实验室，生物样品加载资源有限，这些实验样品

如何按恰倒好处完成加载？ 

发射在即，任何一个环节的失误，都将导致科学家数年的心血付

之东流。主任设计师赵黎平带领大家，战战兢兢、如临深渊，经过谨

慎周密的考虑，设计了更为详细的流程图。当同事们把流程图一张一

张拼接起来，发现整个流程图居然长达 1.8 米。 经过 40 小时连续“奋

战”，17 个实验项目，34 种生物样品终于顺利加载完毕。大家忘记

疲劳，击掌相庆，也在默默祝福着它的完美飞天之旅。 

把梦想变为现实，更需要一支能攻关的团队。2007 年 7 月，天

宫一号空间应用系统第一次联试。室里的工作人员全数坚守在实验室。

一天，当对有效载荷数据处理单元进行测试时，却监测到一个电流值

不正常的情况，别小看这处小小的电流差距，正是这样一个微小却非

常严重的误差，让后来进行的多次测试出现了死机的现象！ 

 

测试大厅的空气顿时紧张起来！天宫一号的空间应用系统中，有

效载荷数据处理单元是神经中枢。这个问题不解决，那么天宫一号上

天后，就只能充当目标飞行器的角色，预定在天宫一号上开展的各项

科学实验均将无法开展。另一个严峻的考验在于，天宫一号任务有严

格的计划节点，如果这个问题不及时解决，那么势必将影响整个工程

任务的进度。 

联试不能停下，问题亟待解决。天宫一号空间应用系统主任设计

师吕从民马上召集大家对出现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梳理，快速形成了解

决思路。我们对芯片电路板的每一条布线进行了详细的检查。然而一

圈下来，硬件设计方面，没有检查出什么问题。问题不解决，研究室

的所有同志都是寝食难安，大家吃住几乎都在实验室，累了困了，就

趴在实验桌上稍微眯一会儿，醒了，就接着投入到问题的查找中。 



硬件问题的可能性排除了，那就在软件设计方面查找问题。我们

对数千行软件代码进行了逐行逐条的检查、比对。最终确定是软件时

序设计缺陷。问题终于解决了，当我们走出测试大厅，心情就像天上

皎洁的月亮一样敞亮！ 

把梦想变为现实，同时需要一支能胜任的团队。载人航天工程空

间应用系统创新性极强，挑战巨大，不仅不允许有丝毫闪失，也是一

个不容许失败的工作。这要求从事这项工作的队伍，来之能战，战之

必胜。 

2011年 9 月 29日，我国空间实验室雏形天宫一号，在酒泉卫星

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在天宫一号上，安排了目前我国综合指标最高的

空间光谱成像仪，同时开展了多项空间科学实验。 

天宫一号应用任务系统复杂，计划节点没有一分一秒的余量。然

而，天宫一号空间应用系统第一次联试，就暴露出了上百个大大小小

的问题，有人开始质疑：“一群生瓜蛋子乳臭未干，干航天，行吗？！”

面对上百个问题，整个研究室的紧张空气陡然升腾，也使研究团队遭

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但我们并没有气馁，更没有被外界的质疑所

压垮！记不清多少个日夜，主任设计师郭丽丽带领大家奋战在实验室，

反复查找问题，不断改进总线接口协议。多少个日夜，这支队伍挥洒

汗水和热血，废寝忘食，克难攻坚，最终，天宫一号空间应用系统第

一次联试暴露的每一个问题，都得到完满的解决，我们的目标要求是：

不遗留任何测试点，不放过任何疑点。联试一干就是一两个月，期间

没有休息，常常是晚上回家家人已经熟睡，早上出门家人还没睡醒。

平时，大家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能参与载人航天这样的国家重大工

程，很幸运，值了！ 

风雨浇灌了成长，耕耘总会有收获，当天宫一号高光谱成像仪的

遥感图像和科学实验数据成功下传时，大家流出了喜悦的泪水。回首

数年攻坚克难的时光，郭丽丽想起了年幼的女儿。她不得不硬着头皮

偷偷对主管总师说：“能不能放我半天假，我女儿总吵着让我带她去

趟公园。”一边是亲情的呼唤，一边是使命的召唤，她把牵挂、内疚

深埋心底。始终坚守在一线，践行着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的最高担当。 



把梦想变为现实，关键在于造就一支能创新的团队。不久前，美

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利用新型激光通信装置，成功从国际空间站向地球

传送高清晰度视频，这段 175 兆比特的视频名为“你好，世界”，仅

用 3.5 秒就完成传送。实际上，我们也将在天宫二号上开展这种太空

高速光通信技术。由于激光属于强光，上级部门担心激光能量过强会

对交会对接设备造成破坏。这时，刚毕业一年的工程师小张，大胆提

出了自己的想法。他通过细致的数据分析，对方案的可行性进行了充

分论证，最终用科学的数据说服了上级部门，同意实施该实验。事实

上，类似的事例还有很多。我们这个团队，恰恰是一支最敢于迎接挑

战、最敢于质疑权威、最勇于坚持科学真理的队伍。在外界眼中的所

谓挑战权威、天马行空，背后饱含了中科院人特有的创新、严谨、坚

韧与奉献。 

国之利器，必不示人。国外宇航级器件对我国长期实施禁运和技

术封锁，许多最新一手资料缺乏，我们必须要自主创新、自力更生，

在这里，我可以自豪地说，我们研发的各种技术装备都贴有“中华牌”

的标签，这不仅是中国航天人特有的品质，更是中国科学院创新能力

和综合学科优势的充分体现！ 

载人航天工程启动至今，空间应用系统和中国科学院内外几十家

单位，近千人次，利用 10 艘神舟飞船以及天宫一号开展了近 50 项空

间科学和应用任务，研制了近 500 台有效载荷。攻克了多项关键技术，

创造了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技术、新方法，获得了显著的成果，

实现了我国空间应用的跨越式发展。 

当前，我国基本走完载人航天工程“三步走”战略中的第二步，

预计 2022 年，我国将建成 60 吨级的载人空间站。这将成为推动我国

空间科学大发展，实现我国空间科学从追赶学习到引领创新的历史跨

越！ 

我们用青春筑就的飞天梦是中国梦的绮丽演绎。在新的征程上，

我们将用智慧和汗水深入贯彻习总书记“四个率先”的重要指示精神，

坚持追求真理、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价值观，用我们的青春，继续

抒写探索、开发、利用太空的新华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