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空間技術專家，神舟飛船首任總設計師。1933年生於

遼寧省復縣，1957年畢業於北京航空學院飛機系，分配到

中國運載火箭技術研究院工作。1967年調入中國空間技術

研究院從事衛星和飛船的研製，曾任研究室主任、總體設

計部副主任、研究院副院長、院長，同時擔任過多個衛星

型號和飛船的總設計師；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宇航學院院長；

國際空間研究委員會中國委員會副主席。現任中國航天科

技集團有限公司科技委顧問，中國空間技術研究院技術顧

問，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宇航學院名譽院長。中國工程院院

士，國際宇航科學院院士，第九、十、十一屆全國政治協

商會議委員會委員。曾獲國家科技進步特等獎二次，一等

獎、二等獎、三等獎各一次，航空航天部勞動模範，全國

「五一」勞動獎章獲得者。2000年獲中國工程科技獎，

2003年獲「求是」傑出科技成就集體獎，獲2003年度何

梁何利基金科學與技術進步獎中的技術科學獎。2016年被

評為全國先進科普工作者。2019年獲國際宇航聯合會「名

人堂」獎。2020年被中宣部、教育部評為「最美教師」。

　　1938年7月4日出生於武漢市，

1963年畢業於上海交通大學自動控

制專業，研究員，運載火箭專家，中

國工程院院士。曾任火箭總設計師兼

總指揮、中國運載火箭技術研究院副

院長、運載火箭系列總設計師、國家

首次月球探測工程副總設計師等職。

主持國家五項重大航天工程中運載火

箭研製，是我國低溫推進劑火箭主要

開創者之一和構建中國航天運輸系統

新藍圖的導師，為我國航天技術創新

發展與走向世界作出了歷史與創造性

貢獻。曾獲國家科技進步特等獎、國

家傑出專業技術人才獎章、全國優秀

科技工作者和「五一」勞動獎章、何

梁何利基金科學與技術進步獎、IAF

名人堂獎等榮譽。

　　自2004年受命組建月球探

測工程中心至今一直投身於中

國探月工程事業。現任探月工

程三期總設計師，經過十年的

工程組織實施，嫦娥五號任務

於2020年取得圓滿成功，實現

了我國首次地外天體樣品取樣

返回，得到了國家領導人和國

內外各界人事的高度評價和認

可。他是我國探月工程的奠基

人之一，是探月工程三期嫦娥

五號任務的領軍人，多次獲得

國家和省部級科學技術獎勵，

為我國航天事業發展做出了突

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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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970年 4月24日，中國發射第

一顆人造衛星東方紅一號，至2013

年初，中國已成功自主研製並發射

140顆不同類型的人造衛星。

．�2012年12月27日，中國自主建設、

獨立運行的北斗衛星導航系統正式

提供亞太區域服務。

．�2003年 10月 15日，中國第一位太空人楊利偉乘坐神

舟五號進入太空。

．�2005年 10月 12日，中國的神舟六號飛船實現「兩人

五天」的載人航天飛行。

．�2008年，神舟七號飛船將三名太空人翟志剛、劉伯明

和景海鵬帶入太空，其間翟志剛實現了中國的第一次

太空漫步。

中國航天發展大事記

．�2011年，中國發射了首個試驗型空間站天宮一號，並

成功完成與後續發射的神舟八號飛船的對接。

．�2012年，神舟九號飛船將兩名航天員景海鵬、劉旺以

及一名女航天員劉洋送入太空，與天宮一號進行兩次

對接，其中一次為手動對接。

．�2013年，神舟十號飛船將兩名男航天員聶海勝、張曉

光和一名女航天員王亞平送入太空。

載人航天
（神舟五至十二號）

東方紅一號、
北斗衛星
導航系統

中國工程院院士、
神舟飛船首任總設計師

中國工程院院士、
長征系列火箭總設計師

探月工程三期總設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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