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究：中国钢铁行业
大气污染物减排成效显著

新华社伦敦6月26日电（记者 张家伟）一
个国际研究团队日前在英国《自然·可持续发展》
杂志上发表研究报告说，2014年至2018年，中国
钢铁行业在主要大气污染物减排方面成效显著。

中国生态环境部环境工程评估中心、北京航空
航天大学和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等机构的学者通过
引入实时在线监测系统数据，构建了中国钢铁厂的
高精度大气污染物排放数据库，并多维度分析和验
证了中国钢铁行业大气污染物的排放状况。

研究结果显示，从2014年至2018年，尽管中
国钢铁产量增加，但中国的钢铁厂通过末端治理
技术改进等方式，使烟尘和二氧化硫排放量分别
下降47%和42%，而氮氧化物排放量仅上升3%。

研究报告的共同通信作者、伦敦大学学院米
志付博士说，中国钢铁行业在二氧化碳和多种主
要大气污染物的减排上已取得不少成效，但仍面
临挑战，未来要贯彻减污降碳协同治理的方针，还
需要继续在能源结构调整、能源效率提高、落后产
能淘汰等方面取得进展。

一名观众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行的世界移动
通信大会华为展厅体验AR（增强现实）技术。

6月28日，2021世界移动通信大会在西班牙巴

塞罗那会展中心拉开帷幕。世界移动通信大会是
通信行业年度盛会之一，每年都会吸引众多企业和
参观者。 新华社记者 张铖 摄

东方红一号开创中国航天新纪元

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
红一号上天，开创了中国航天史的新纪元，使中国成为
继苏、美、法、日之后世界上第五个独立研制并发射人
造地球卫星的国家，自此叩开了通往浩瀚宇宙的大门。

东方红一号卫星由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负责研制，
其外形为近似球体的72面体，直径为1米，重173千克。
它的主要任务是为中国今后发展对地观测、通信广播、
气象预报等各类应用卫星奠定技术和实践的基础。

在当时，工业和科技水平与现在都有差距，而发
射人造地球卫星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其中
涉及研制、生产、发射、测控等众多领域，难度可想而
知。“在此基础上，卫星还必须达到国家提出的4项技
术要求，即‘上得去、抓得住、听得着、看得见’。”时任
东方红一号卫星技术负责人之一的戚发轫说。

所幸的是，研究人员在克服种种困难后，卫星和
运载火箭的研制终于得以顺利完成。经过4天4夜的
旅程，1970年2月，东方红一号卫星和长征一号运载
火箭被运往酒泉卫星发射中心，4月24日成功发射，
并且时至今日，东方红一号卫星仍在围绕地球飞行。

神舟一号实施载人航天首次飞行试验

在东方红一号卫星上天后，当时的国防部五院院
长钱学森就即刻提出：“中国要搞载人航天。”

1992年1月，中国政府批准载人航天工程正式上
马，并命名为“921工程”。

1999年11月20日，中国第一艘无人试验飞船神舟
一号飞船在酒泉起飞，21小时后在内蒙古中部回收场
成功着陆。这是中国实施载人航天工程的第一次飞行

试验，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迈出重要步伐，对突破载人
航天技术具有重要意义。此次飞行试验，成功验证了
飞船关键技术和系统设计的正确性，考核了飞船系统
的舱段分离技术、调姿制动技术、升力控制技术、防热
技术和回收着陆技术等五大关键技术的可靠性。

此后，神舟二号作为我国第一艘正样无人飞船，
飞船技术状态与载人飞船基本一致，在轨飞行７天后
返回地面；神舟三号搭载人体代谢模拟装置、拟人生
理信号设备以及形体假人，能够定量模拟航天员呼吸
和血液循环的重要生理活动参数，在轨运行180多天，
成功进行了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神舟四号飞船则突
破了我国低温发射的历史纪录。

神舟五号载人航天成功返回

2003年 10月 15日9时整，我国自行研制的神舟
五号载人飞船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9
时9分50秒，“神舟”五号准确进入预定轨道。这是中
国首次进行载人航天飞行，在太空中围绕地球飞行14
圈，经过21小时23分、60万公里的安全飞行后，于16
日6时23分在内蒙古主着陆场成功着陆返回。神舟
五号载人飞船的成功发射，标志着中国航天技术的发
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相比之前的神舟系列，神舟
五号在“返回技术”“生命保障系统”上获得了技术突
破，既满足了温度及环境的特殊要求，又达到了国际
规范速度，从而确保航天员安全返航。

此后，神舟六号完成了我国真正意义上有人参与
的空间科学实验；神舟七号首次完成航天员出舱活动
任务，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掌握空间出舱活动技
术的国家；神舟八号成功与天宫一号进行空间无人自
动交会对接，突破和掌握了自动交会对接技术；神舟
九号执行我国首次载人交会对接任务，标志我国成为
世界上第三个完整掌握空间交会对接技术的国家；神
舟十号在轨飞行期间，航天员在天宫一号开展了一系

列空间科学实验和技术试验，并
向全国青少年进行太空授课；神
舟十一号则创造了我国载人航
天在轨飞行时间新纪录。

神舟十二号
完成五个“首次”

2021 年 6 月 17 日 9 时 22
分，搭载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
的长征二号 F 遥十二运载火
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
发射。3名航天员先后进入
天和核心舱，标志着中国人
首次进入自己的空间站。根
据规划，航天员们将在轨驻
留3个月，开展舱外维修维
护、设备更换、科学应用载
荷等一系列操作。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
主要方案继承二期神舟
系列飞船设计，为推进
舱、返回舱、轨道舱三
舱结构，总长度约 9
米，总重量约8吨。在
轨为三舱飞行，返回
前轨道舱、推进舱依
次分离，返回舱单舱
返回地面，着陆以降
落伞减速为主，着陆
缓冲发动机配合确
保着陆安全。

据悉，此次神舟
十二号载人飞船，完
成了五个“首次”，即
首次实施载人飞船自
主快速交会对接、首
次绕飞空间站并与空
间站径向交会、首次
实现长期在轨停靠、首次具备从不同高度轨道返回东
风着陆场的能力、首次具备天地结合多重保证的应急
救援能力。

科技改变生活
航天技术助力实现创新飞跃

■ 成 澄

百年来，科技的发展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加快。从第一颗人造
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上天，到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将3名航天员
送入太空在轨驻留3个月，科技不仅让我们生活更方便快捷，也
让国力日益增强。中国以一系列的创新成就实现了历史性的飞
跃，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不妨回顾一番我国航天史
的科技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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