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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们知道宇宙的起源是什么
吗？没错，就是来源于我们听说过的那
次宇宙大爆炸。”吴季从时间角度与空
间角度两个方面来介绍宇宙。

“地球到太阳的距离，我们把它定
义为一个天文单位，地球到太阳系的
边界，大概是200个天文单位。200个
天文单位已经非常遥远了，因为一个
天文单位是1.5亿公里。”吴季通过一
连串的具体数据，向学生们展现了宇
宙的两大特点——存在时间很长、范
围很广。

在讲座中，吴季提出了一个大家
一直都好奇的问题：宇宙这么大，会不

会有和地球一样的行星？那些星球上
又会不会有外星人呢？他肯定了这一
说法，表示只是以人类现在的探索水
平还发现不了。“那些像地球一样与恒
星保持着适当的关系，质量大小合适，
有氧气、有石头、有水等一系列生命存
在条件的，这样的行星就是类地行星，
也是我们科学家一直在持续不断探索
的。”

说回太阳系，吴季向学生们介绍
了三种太阳的活动：太阳黑子、耀斑、
日冕物质抛射。其中，日冕物质抛射会
对地球造成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对于
电信信号、卫星等造成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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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距离太空旅行
还有多远？
吴季院士在甬城分享科普讲座
鼓励学生们保持好奇心和探索精神

11 月 25 日 下

午，“院士开讲啦”

系列活动第十一期

在宁波举行，中国

科学院国家空间科

学中心研究员、中

国空间站科学学会

理事长、俄罗斯科

学院外籍院士吴季

在宁波大学青藤书

院，为宁波学子带

来 了 一 场 主 题 为

“空间科学与航天

技术的新发展”的

科普讲座，这也是

“星辰大海等着你

——宁波行”系列

科普活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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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万户飞天”到载人航天
人类探索太空的脚步从未停止

“在我们中国古代有这样一个故事：
在明朝的时候，有一个官员曾经想用火箭
飞天，这个官员名字叫万户，他弄了两个
翅膀，就是两个风筝，然后绑了四十多个
火箭在椅子上，结果飞到半空中掉下来，
摔死了。”吴季从学生们耳熟能详的故事

“万户飞天”开始讲起，表明这是人类宇宙
探索的开始，万户也是世界上首个利用火
箭飞天的人。

虽然故事的真实性有待考证，最后的结
局不够完美，却彰显了中国人对于探索宇宙
的强烈愿望和勇于探索的品质。

再后来，一代又一代的科学家，站
在前人的肩膀上不断向前探索，稳定推
进人类进入太空的历史。1961 年 4 月
12日，苏联宇航员加加林，成为首次进
入太空的人类，自此开启了载人航天的
新时代。

但是，人类对于太空的探索从来就
不是一帆风顺的，常常伴随着失败。“美
国的航天飞机计划中有两次失败，14个
宇航员牺牲。其中一次是在1986年，当
时我正在欧洲空间局进修，失事的第二
天，我看到13个成员国在欧空局机构门
口降半旗志哀。”但即使会有牺牲，人类
也在一直往前走。

中国从1992年开始实施载人
航天计划。在11年后的2003年，
首次把宇航员杨利伟送到天上。在
说到我国的载人航天项目时，吴季
难掩内心的激动。他向学生们阐述
自己当时看见杨利伟登上太空的
反应：“大家都围坐在一起，盯着那
个显示屏幕。杨利伟的眼睛突然不
动了，所有人大气都不敢喘。过了
一小会，看见他的眼睛动了，大家
才如释重负，还有人开玩笑说，‘他
还活着，放心了’。其实只是因为信
号中断了。现在，我们不断把人送
上太空，一批批航天员都能进入空
间站了。”

后来，中国载人航天又自主实
现了第一次出舱、第一次交会对

接，逐步建立了我们自己的空间
站，这都是不断进步的

过程。

说到未来航天的新发展，吴季提
到了航天的商业化以及建设太空旅游
的新发展方向。现如今，航天可以服务
于国家，也可以创造出一定的商业价
值。例如个人移动通信，定制化观测服
务与太空旅游。早在20世纪七八十年
代，就已经出现了民用的卫星通信。在
此之后，航天的商业价值便越发体现。
他介绍说，2021年已经实现了第一次
商业化的太空旅行，在过去存在于科
幻片中的内容也已经慢慢走向现实。
今后会有越来越多的机会和越来越成
熟的技术去支持大家进行太空旅游。

吴季在总结中表示，脱离地球的
引力，使得人类能够进入太空，是20
世纪人类航天科学与技术的最伟大成
就之一。虽然人类在宇宙中，无论是从
时间上来看还是从空间来说，都显得
十分渺小。即便如此，他依然希望在未
来，会有更多的人能够进入太空。

“当我们离开地球家园，进入太
空，会反过来思考我们自身，包括如何
保护地球环境，使人类得到可持续发
展，全体人类生活在地球上，就是一个
命运的共同体。”吴季说。

在随后的互动环节中，学生们都
踊跃发言，积极抓住来之不易的宝贵
机会，吴季都一一耐心做出了解答。

“我们都知道人类生存必须有氧
气，那么如何在没有大气的太空里获
取氧气呢？”对于学生提出的这个问

题，吴季回答说，“空间站里充满了大
气，这些东西都是可以循环使用的，现
在在空间站里已经实现了 100%循
环。”

紧接着又有一个学生提出疑问：
“近地轨道太空垃圾很多，那些一样在
近地轨道的空间站、卫星，如果受到破
坏，该怎么办呢？”“太空很大，飞行物
碰撞的概率很小。虽然不是完全没有，
但是我们也在尽力规避。对于那些比
较小的碰撞，是可以让宇航员自己进
行修复的，真的碰到大的碎片无法避
免，空间站也有应急返回舱，以保障航
天员的安全。”吴季解答道。

“未来我们会不会有太空移民？太
阳系的哪个行星适合我们移民呢？”对
于这个问题，吴季表示，当务之急还是
要保护好地球，不能放弃地球。然后再
迈开脚步，第一步是去月球。“去月球
是最容易的，2天就可以到达，一个小
长假就能一个来回，非常适合短期旅
行和访问。但是对于更远的星球，像火
星，因为来回太远了，一下子就几十天
过去了，所以不适合移民，更适合的应
该是探索，确定火星到底有没有生命
迹象。”台下的学生们都被深深吸引。

吴季鼓励学生们：“希望通过这样
的活动，在同学们心中播下一颗好奇
和科学的种子，无论未来你们选择怎
样的道路，都希望你们能够保持好奇
心和探索精神，勇敢地面对挑战！”

宇宙与太阳是我们生存的家园

人类距离太空旅行还有多远？

吴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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