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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距离地球400多公里的轨道上，
中国空间站遨游苍穹，成为我国航天事
业的重要里程碑之一。

遥望祖国东北角，一座被称为“地面
空间站”的空间环境地面模拟装置前不
久正式建设完成，进入试运行阶段，诸多
指标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作为我国航天领域首个大科学装
置，“地面空间站”是国际上首个综合环
境因素最多、可实现多尺度和跨尺度环
境效应研究的综合性研究装置，将为我
国航天事业发展及人类太空探索贡献智
慧和力量。

圆梦：把“空间站”建到地球上
空间环境严苛复杂，不仅航天器的

可靠性受到考验，航天员的健康安全也
面临挑战。如何增强宇宙探索能力，是
亟待解决的难题。
“要想飞得更远、驻得更久、探得更

细，就要更加了解空间环境。”空间环境
地面模拟装置常务副总指挥、哈尔滨工
业大学空间环境与物质科学研究院院长
李立毅说，“地面空间站”就是要在地球
上建设一个与真实宇宙空间环境相似的
基础科学研究平台，相当于把“空间站”
建到地球上。
“地面空间站”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

新区科技创新城，由哈尔滨工业大学联
合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承建。在建设园
区，分布着“一大三小”四栋实验楼，“一
大”即空间综合环境实验楼，“三小”即空
间等离子体科学实验楼、空间磁环境科
学实验楼和动物培养室。

按照设计规划，“地面空间站”可以
模拟真空、高低温、带电粒子、电磁辐射、
空间粉尘、等离子体、弱磁场、中性气体、
微重力等9大类空间环境因素，能够阐

释空间环境对材料、器件、系统及生命体
的影响规律和作用机制。

相较于把实验仪器设备搬到太空，
“地面空间站”既能节省成本、减少安全
隐患，又可以根据科学问题和工程需要，
设置特定的环境因素，不受时空限制进
行多次重复验证，从而打造更加安全便
捷的实验条件和科研手段。

随着圆形拱门缓缓移动，月尘舱映
入眼帘，这便是“模拟月球”实验舱。在
一人多高的空间里，一米见方的平台闪
着银光，悬置于顶部的探照灯和射线源
造型各异。

团队成员孙承月说，月尘舱攻克了
多源辐照充电装备集成、微小粉尘均匀
淋撒、强静电环境光学原位在线检测等
多项关键技术，将为我国探月工程、月球
基地建设和载人航天等重大航天工程提
供科研平台。
“未来，许多需要抵达太空才能进行

的实验，在地面上就能完成。”哈尔滨工
业大学空间环境与物质科学研究院副院
长闫继宏说，这是科学家梦寐以求的。

攻坚：把“冷板凳”坐热
谈起“地面空间站”的缘起，李立毅

说，空间环境导致航天故障频发，成为
制约航天器长寿命和高可靠运行的关
键所在。

早在2005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开始
联合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组建团队，就空
间环境与物质相互作用基础科学问题的
研究平台条件展开调研和分析。
“科技攻关就是要奔着最紧迫的问

题去。”哈尔滨工业大学空间环境与物质
科学研究院副院长鄂鹏说，大科学装置
建设对诸多基础前沿研究、战略高技术
研究起着重要支撑作用。

经过相关领域科学家和有关部门的
反复论证、审慎决策，2015年9月，“空间
环境地面模拟装置”立项获批；

2017年1月，其可行性研究获批，
同年7月，装置初步设计获批，年底开
工建设；

2019年9月，哈尔滨工业大学空间
环境与物质科学研究院成立，团队从筹
建之初的几个人增加到百余人，覆盖物
理、材料、机电、电气、化工、航天、生命等
多个学科；

2023年2月，哈尔滨工业大学空间
环境与物质作用前沿科学中心获批立项
建设……

不同于其他科研项目和基础设施，
大科学装置既是一个科学项目，又是一
个工程项目，兼具科学研究与工程建设
的双重特性，技术难度大、周期长、风险
高，可借鉴经验几乎空白。

作为“地面空间站”的重要组成部
分，零磁空间环境的目标是构建一个屏
蔽外界环境磁场干扰的近零磁空间。
在导师带领下，“90后”团队成员孙芝茵
读博时，创新提出“套娃”式磁屏蔽设计
方案。
“地面空间站”离子加速器系统主任

设计师刘剑利回忆说，由于大量设备没
有成熟产品，团队需要从零起步。设计、
加工、安装、调试运行、数据分析……每
一个环节都要拿出“120%的精力”投入。
“作为科研‘国家队’，不能只考虑我

会做什么、能做什么，更要考虑该做什
么、要做什么”“摸着石头过河，哪里有石
头就把哪里的石头搬走”……团队成员
坦言，大科学装置通常需要三四百人的
团队，但“地面空间站”约百人就完成了，
周末假期不休息、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
是常态，很多时候“一个人当两个人用”。

“‘地面空间站’为什么能？关键要
靠自主创新，拿出了‘钢牙啃硬骨头’的
劲头。”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空间环境
地面模拟装置总师韩杰才说，学校联合
多家协作单位不断攻关，科研探索始终
贯穿建设之中，实现同步推进。

展望：拉开科技交流合作新篇章
夏日的哈尔滨，草木葱茏。来自华

中科技大学物理学院引力中心的“95
后”博士研究生俞远阳坐在零磁装置前，
仔细观测电脑屏幕上的实验数据。他将
在这里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引力波探测相
关试验。
“我们使用的关键部件磁性很弱，在

特定零磁环境下，才能得到更精准的测
量结果。”俞远阳说，“地面空间站”是国
之重器，更是科研利器，将助推一大批科
研成果产出。

眼下，国内外科学家竞相申请进入
“地面空间站”开展科学实验。110余家
机构已签署用户协议，覆盖30多个国家
和地区。

大科学装置承载着人类探索未知世
界的美好愿望，更吸引着一批青年科技
工作者。他们来自多个高校和科研院
所，将自身成长成才与国家发展需求更
紧密地结合。

今年，“80后”聂秋月迎来在哈尔滨
工业大学任教的第十个年头。2014年，
她从清华大学博士后工作站出站后，毅
然选择一路北上，参与到空间等离子体
环境模拟与研究系统的研制工作。
“大科学装置将成为抢占科技竞争

制高点的一个新的策源地。”从南方一所
高校到哈尔滨工业大学任职的金成刚
说，从航天电子元器件检验到引力波探
测，从农业育种到生命科学实验，越来越
多科研攻关将在这里展开，越来越多高
层次科研人才将在这里会聚。

当前，“地面空间站”建设的溢出效应
已经显现，已累计获得国际和国内发明专
利80余项，将在脑科学、生命健康、高端仪
器、辐照育种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新华社记者 杨思琪

（据新华社哈尔滨6月23日电）

把“空间站”建在地球上
——走进我国航天领域首个大科学装置

据新华社哈尔滨6月24日电（记者
戴锦镕 何山 谢剑飞 王大禹）“有小虎
排便了，我得赶紧处理一下。”在位于黑
龙江哈尔滨市的东北虎林园，“育婴室”
内，饲养员李鑫一会儿测量小老虎的体
温，一会儿给它们喂奶，密切观测着“虎
娃”们的动态，是个名副其实的“虎爸”。

今年，东北虎林园已诞生19只虎宝
宝，它们中最大的已经出生两个月，最小
的出生不到一周。“为了保证小虎健康成
长，我们每天都要严格消毒。母虎产崽
期间，饲养人员会通过监控来观察母虎
照看和护理小虎情况，如果有‘虎妈’奶
水不足，我们会及时辅助，对小虎进行人
工饲喂，刚出生的小虎都会放到保温箱
里实时看护。”李鑫说。

李鑫已在东北虎林园工作近20年，
专门负责照顾刚出生不久的虎宝宝，每
天早上六点他就来到育婴室，定时给小
虎称重、测体温、喂食、促排便，把小老虎
当成孩子一样照顾。“现在稍微大一些的
小老虎，我们会放到室外的环境，让它们

锻炼身体，促进发育。”
在室外的“萌虎乐园”里，小老虎们在

草地上嬉闹，李鑫刚踏入草坪，小老虎们就
纷纷凑上来。“我每天都在照顾它们，它们
熟悉我身上的味道，和我也就更亲一些。”

目前出生的19只小老虎，李鑫都能准
确分辨出来，“这只可调皮了，老和别的虎
打架，这只虎经常抢吃的……”在外人看
来没什么区别的小虎，在饲养员眼里却有
着不同的脾气秉性。李鑫的胳膊上，还有
不少被小老虎抓挠的伤痕，“这很正常，每
天要照顾它们难免会被抓到。”

李鑫介绍，小老虎再大一点的时候
就可以给它们喂肉泥，大概一年后就要
把它们送到另外的区域，以便老虎们更
好地适应自然环境。每年的4到6月是
东北虎的繁殖高峰期，虎林园都会有一
批东北虎幼崽诞生，虎宝宝中的优质个
体将会被补充进入东北虎国家级保护种
源核心种群。

中国横道河子猫科动物饲养繁育中
心成立时仅有8只种虎，经过近40年的
科学繁育，目前已拥有纯种东北虎近
900只，保存了完好的东北虎基因库，为
野外虎研究提供了重要条件，更为恢复
野生东北虎种群奠定了良好基础。

图为6月13日在东北虎林园拍摄的

东北虎幼崽。 新华社记者 谢剑飞摄

今年东北虎林园已诞生19只虎宝宝

“萌虎上新”

6月23日，贵州省榕江县足球队球员在与青海省果洛州格萨尔王足球队的友谊

赛中拼抢。

每逢周末傍晚时分，“村超”足球赛现场人山人海，座无虚席。“村超”全名为贵州

榕江（三宝侗寨）和美乡村足球超级联赛。这项比赛由群众主创、参赛者以村民为主，

自开赛以来，因其接地气的办赛风格、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和热烈的现场氛围，迅速

火爆网络。

新华社记者 杨文斌摄

贵州“村超”的“超级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