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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神舟一号开始，中国已经在太空开展了百余

项太空科学试验。天宫一号的建成，真正将科学实

验室“搬”到天上。

空间应用系统副总设计师张善从9月29日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天宫一号上共安排三方面空间

科学实验，试验成果或将对百姓生活带来积极影响。

张善从说，从神舟一号开始，空间应用系统已经

进行了百余项科学实验，按照空间科学的不同研究

方向，针对不同型号的飞行器，安排不同的应用任

务。“在神舟七号上面，我们安排的是空间技术试验、

伴随飞行的小卫星试验和空间材料实验；在天宫一

号上面安排的是地球环境监测等试验。”

“天宫一号在地球环境监测方面安排了一个高

光谱成像仪，这项空间科学实验对百姓生活将带来

积极影响。”张善从说，光谱成像仪对于资源勘探、环

境监测以及解决百姓关心的食品安全问题都能发挥

作用。“如大气的污染情况，国家的矿产资源、油气资

源、海洋资源分布，以及农作物中重金属的含量及分

布情况等，都可以通过高光谱成像仪进行探测。”

张善从表示，空间应用试验最大的难点在于，每

次试验都是第一次，产品可重用性低。据悉，天宫一

号入轨后，将把所获取的数据提供给相关科研单位，

以供开展各领域的应用研究。

张善从表示，近期将向全国征集载人空间站应

用项目建议，各方人士都有机会参与未来中国载人

空间站实验。

天宫一号有四大任务
“天宫一号”飞天后主要有哪些任务？中国航

天科技集团公司五院空间实验室系统副总设计师

白明生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天宫一号”计划在轨

飞行两年，主要有与“神舟”飞船完成空间交会对

接、控制与管理组合体运行等四项任务。

他介绍说，“天宫一号”四大任务具体内容分别

为：一是与“神舟”飞船配合，完成空间交会对接；二

是完成飞船与“天宫一号”组合体的控制和管理，包

括姿态和轨道的控制、舱内的大气环境控制等；三

是开展相关实验，包括空间科学实验、空间医学实

验、再生生(命)保(障)实验等；四是进行空间站的技

术验证，为中国未来建造空间站奠定技术基础。

天宫一号用“安徽眼”
星报讯（记者 杨璨） “就像飞机在高空中的

仪表显示器一样，你要从宇航显示器上看飞行高

度、气压等等信息。多功能宇航显示器在天宫一号

上就是这个作用，相当于它的眼睛。”昨晚，天宫一

号升空，而作为其核心技术之一的多功能宇航显示

器，凝结了皖人的汗水和智慧，是由位于芜湖的安

徽华东光电技术研究所研制的。

据了解，由于未来用于航天试验的显示系统对

长期使用的可靠性要求更高，需要继续“升级”，科

研人员目前正加紧研发。今后，载人飞行中航天员

也很可能要使用带有改进型信息显示系统的头

盔。这套多功能显示系统的民用潜力也很大，如果

开发相关民用产品，消费者无需戴眼镜即可欣赏三

维立体的逼真视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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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在解决百姓食品安全问题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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