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航天(Spaceflight)：又称空间飞行、太空飞行、宇宙航行或航天飞行。系

指航天器在太空的航行活动。有的科学家曾把航天器在太阳系内的航行活动称为

航天，航天器在太阳系外的航行活动称为航宇，现在则把航天器在太阳系内和太

阳系外的航行活动统称为航天。航天活动的目的是探索、开发和利用太空与天体，

为人类服务。航天的基本条件是航天器必须达到足够的速度，摆脱地球或太阳的

引力。第一、第二、第三宇宙速度是航天所需的特征速度。 

按航天器探索、开发和利用的对象划分，航天包括环绕地球的运行、飞往

月球的航行、飞往行星及其卫星的航行、星际航行（行星际航行、恒星际航行）。

按航天器与探索、开发和利用对象的关系或位置划分，航天飞行方式包括飞越（从

天体近旁飞过）、绕飞（环绕天体飞行）、着陆（降落在天体上面）、返回（脱

离天体、重返地球）。 

执行军事任务（具有军事目的）的航天活动，称为军用航天；执行科学研

究、经济开发、工业生产等民用任务（具有非军事目的）的航天活动，称为民用

航天；执行商业合同任务（以营利为目的）的航天活动，成为商业航天。有人驾

驶航天器的航天活动，称为载人航天；没有人驾驶航天器的航天活动，称为不载

人航天。 

如今，航天的作用已经远远超出科学技术领域，对国家和国际的政治、经

济、军事与社会生活都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对空间和时间的划分要求愈来愈精细。 

在生产力低下的古代，人们只要把时间区分为、月、日就足够了。后来要

求区分出时辰或小 时来才感到方便。近代工业和火车、汽车、飞机等交通事业

的兴起，进一步要求划分出分和 秒来。对现代科学技术来说，这还不够，还要

求用毫秒、微秒和纳秒来计时。 

对空间的划分也是这样。古代只要有天空、空间和地面这样的概念就足够

了，但却远远不能 满足现代科学技术的要求。特别是航天技术诞生后，要求把

“天”与“空”严格区分开来。 “天”是指地球大气层以外的广大宇宙空间。

这大致与“天空”、“太空”相当。说“大致”，是因为若日月星辰不包括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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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则只有地球大气层以外才有，那“天空”就是太空，而“太空”又笼统地

说是“极高的天空”，没有精确的物理性质上的划分。 

“空”是指地球表面以上的大气层空间。 

按照上述划分，“天气”、“天气预报”和“星空”，是否就庆叫“空气”、

“空气预报” 和“星天”呢?但这里有个约定俗成的问题，无须修改也不会产

生歧义。同样，现在使用的“空间科学(技术)”一词，也应叫“太空科学(技术)”，

如因“太空”一词太含糊，则需再进行一次约定俗成的过程。 

 

“航天”一词是钱学森首创 

他把人类在大气层之外的飞行活动称为“航天”，是从航海、航空“推理”

而成的。最初是从毛泽东主席的诗句“巡天遥看一千河”中得到启示。他还提出

了“航宇”一词，亦即“星际航行”，他在《星际航行概论》一书中详尽地论述

了行星之间以至恒星之间的飞行。如今，如果说“航宇”一词对于普通百姓还有

点陌生的话，“航天”一词已经是家喻户晓了。 

 

航天与航空的区别 

航空与航天是人们经常接触的两个技术名词，两者虽然仅一字之差，却被

称为两大技术门类，这是为什么呢？  

    航空技术主要是研制军用飞机、民用飞机及吸气发动机，航天技术主要

是研制无人航天器、载人航天器、运载火箭和导弹武器，最能集中体现两者成果

的是航空器和航天器。从航空器与航天器的重大区别上即可看出两个技术领域的

显著差异。 

第一，飞行环境不同。 

所有航空器都是在稠密大气层中飞行的，其工作高度有限。现代飞机最大

飞行高度也就是距离地面 30多千米。即使以后飞机上升高度提高，它也离不开

稠密大气层。而航天器冲出稠密大气层后，要在近于真空的宇宙空间以类似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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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体的运动规律飞行，其运行轨道的近地点高度至少也在 100 千米以上。对在

运行中的航天器来讲，还要研究太空飞行环境。 

第二，动力装置不同。 

航空器都应用吸气发动机提供推力，吸收空气中的氧气作氧化剂，本身只

携带燃烧剂。而航天器其发射和运行都应用火箭发动机提供推力，既带燃烧剂又

带氧化剂。吸气发动机离开空气就无法工作，而火箭发动机离开空气则阻力减小

有效推力更大。吸气发动机包括燃烧剂箱在内都可随飞机多次使用，而发射航天

器的运载火箭都是一次性使用。虽然航天飞机的固体助推器经过回收可以重复使

用 20次，其轨道器液体火箭发动机可以重复使用 50次，但与航空器使用的吸气

发动机比较起来，使用次数仍然是很少的。吸气发动机所用的燃烧剂仅为航空汽

油和航空煤油，而火箭发动机所用的推进剂却是多种多样的，既有液体的，也有

固体的，还有固液型的。 

第三，飞行速度不同。 

现代飞机最快速度也就是音速的三倍多，且是军用飞机。 

至于目前正在使用的客机，都是以亚音速飞行的。而航天器为了不致坠地，

都是以非常高的速度在太空运行的。如在距地面 600千米高的圆形轨道上运行的

航天器，其速度是音速的 22倍。所有航天器正常运行时都处于失重状态，若长

期载人会使人产生失重生理效应，并影响健康。正因如此，航天员与飞机驾驶员

比较起来，其选拔和训练要严格得多。一般人买票即可坐飞机，而花重金到太空

遨游的人还必须通过专门培训。 

第四，工作时限不同。 

无论是军用还是民用飞机，最大航程计约 2万千米，最长飞行时间不超过

一昼夜。其活动范围和工作时间都很有限，主要用于军事和交通运输。虽然通用

轻型飞机应用广泛，但每次活动范围相对更小。而航天器在轨道上可持续工作非

常长时间，如目前仍在使用的联盟 TM 号载人飞船，可与空间站对接后在太空运

行数月之久。再如航天飞机，能在轨道上飞行 7-30天，约 1.5小时即可围绕地

球飞行一周。载人航天器运行时间最长的当属和平号空间站，它在太空飞行了整



 

 

整 15个年头。至于无人航天器，如各种应用卫星，一般都在绕地轨道上工作多

年。有的深空探测器，如先驱者 10号，已在太空飞行了 32 年，正在飞出太阳系

向银河系遨游。航空器的优点是能多次重复使用，而航天器除航天飞机外，只能

一次性使用，载人宇宙飞船也不例外。 

 

航天与航宇的区别 

由于宇宙航行的范围过于宽广，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在 1980年《宇宙

学报》的创刊词中指出，宇宙航行应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在地球大气层以

外，太阳系范围以内活动，叫“航天”；第二阶段冲出太阳系，在银河系乃至河

外星系活动，叫“航宇”。他说，“人类并不局限于航天，将来还会发展到航宇”，

“我提出航宇是从中国人的习惯，从航海、航空、航天推出来的”。钱学森还指

出，人类要实现航宇的理想，在科学技术上还必须有几次大的飞跃。当然，也有

人将整个宇宙航行叫做航天的。 

 

概念 定义 

航空 
旨在距地面 100 千米以下，用人造的专门用于飞行的

装置，由人发起、有人参与或由人控制的飞行活动。 

航天 

旨在距地面 100 千米以上，向外延伸至太阳系边缘，

用人造的专门用于飞行或航行的装置，由人发起、有人参

与或由人控制的飞行或航行活动。 

航宇 
旨在太阳系以外，用人造的专门用于飞行或航行的装

置，由人发起、有人参与或由人控制的飞行或航行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