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栾恩杰专题练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4-6 题

栾恩杰：中国探月工程的“守望者”

段崴

2021 年 2 月 22 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栾恩杰等探月工程嫦娥五号任务参研参试人员

代表受到习近平接见，并合影留念。

“这次能够有机会参与中央领导同志的会见，我感到很振奋。特别是把我和家栋同志安

排在习近平总书记身边合影，心情非常激动。这是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我们科技工作者

最大的褒奖。”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探月工程首任总指挥栾恩杰说。

接“嫦娥”回家

2020 年 12 月 17 日凌晨 2 点左右，嫦娥五号返回器携带 2 千克月壤样品成功在内蒙古

中部四子王旗着陆场着陆。

“我要接‘嫦娥’回家。”很多人劝栾恩杰不要亲自到四子王旗去，因为天气太冷，嫦

娥五号返回器着陆点当时的气温逼近零下 30 摄氏度。指挥部距离着陆地有几十公里的距离，

一路颠簸，而且栾恩杰已经 80 岁的年纪。“我一定要去。当年嫦娥一号起步的时候，我向中

央承诺，要完成绕、落、回三步走。我们有这样的决心。”但从一个合理的设想，到如今的

一步一步成为现实，只有他和他背后的航天人知道经历了何其艰难的过程。

在栾恩杰心中，“嫦娥”就像是自己的孩子，这十几年一路看着她长大。接孩子回家，

他比任何人都高兴。

共和国的学生

1940 年，栾恩杰出生在吉林白城。“我 1949 年入小学读书，是共和国的学生。”1960

年，20 岁的栾恩杰考上了哈尔滨工业大学，报考了电机系，并被顺利录取。进校报到第二

天，栾恩杰被调配到了“二部”三系，即自动控制系。入学即开始参与导弹的研制工作，保

证导弹稳定飞行、准确击中目标，高质量完成作战任务，成为了航空、航天领域控制系统的

储备人才。

从“巨浪—1”到“东风—21”

1970 年，栾恩杰开始参与潜地导弹的研制。那时的中国工业基础仍非常薄弱，对于潜

地导弹的研制，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巨浪—1”第一次台试就失败了。“第一颗试验弹，

飞离试验台不久就炸了。我们十年的心血被炸了个粉碎。”回忆当年的种种情景，曾经担任

“巨浪—1”项目总指挥的栾恩杰还是会眼角湿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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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 年，在遭遇了种种挫折和不断修正之后，“巨浪—1”终于定型，开始装备部队。

与“巨浪—1”朝夕相处的 18 年，栾恩杰深刻领会到成功不是轻易得来的。潜艇灵活机动的

特点被陆地借鉴。已经在潜艇装备的“巨浪—1”导弹被赋予了上岸的需求。于是，栾恩杰

从“巨浪—1”的总指挥，转任“东风—21”的总指挥。这段经历，于栾恩杰而言，无论是

对武器系统的发展，还是对航天科技的发展，都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开启探月时代

1998 年，栾恩杰调入国防科工委任副主任兼任国家航天局局长，接到的一系列重要任

务就是实施国务院主管部门对中国航天“五行”管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行业规划。经过研

究，栾恩杰与同事们提出了一个“大航天”的概念。

“我们中国的航天，不能只停留在工业层面，也要扩大到应用。中国航天也要进入空间

基础设施和空间应用的阶段。”之后，对地观测的“高分”系列卫星、通讯卫星、海洋卫星

等与国计民生相关的空间应用都在“大航天”的概念下实现了发展。

接着，对外太空进行探索的深空探测也顺理成章地开展起来。2000 年 11 月我国发表了

面向 21 世纪的“中国航天”的白皮书，其中谈到了以探月为切入点的对外太空的研究。这

份白皮书由栾恩杰倡导并主要由他组织完成。航天事业扩大为由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和空间

科学三大部分组成。空间科学里面包括深空探测。

2004 年，栾恩杰受命担起中国探月工程首任总指挥的重担。他邀请老朋友孙家栋院士

和欧阳自远院士加入。三位白发院士组成了中国探月工程的“三驾马车”。

嫦娥一号发射成功时，测控中心欢呼雀跃；长征五号首飞前三小时，现场惊心动魄；嫦

娥四号月背着陆后，与玉兔二号“互拍”；嫦娥五号在月球表面升起五星红旗并成功采壤返

回——三步走的计划实施不算是中国的发明和创新，但稳扎稳打地走好每一步，确实是中国

工程能力的有效表达。

战略科学家

栾恩杰经常被称作“战略科学家”，但他说自己不算是科学家，而是一名工程师。但是

对于“战略”，他十分认同。

战略是具有前瞻性、决策性、全局性、长远性的部署、策划和思想。“党中央提出了发

展战略，航天系统各个领域的负责人就要打好自己的战役。既要做好对战略的理解，也要做

好对战役的研究。”

从技术员、工程组长、研究室主任、研究所所长、研究院院长，到部总工、国家航天局

局长，一路走来，除了学习本事、完成任务，栾恩杰最大的收获之一是学会了从战役到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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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的思考。既要有战略性的总体把握，又要有战役性的可行性方案，还要有战斗性的冲锋

陷阵。

从“巨浪—1”阶段的台、筒、艇，到探月工程的绕、落、回，探、登、驻（住）——

栾恩杰习惯用高度凝练的语言对阶段性任务进行概括，化繁为简、举重若轻。而这也是他多

年经验的积累，在工作中得到教训、提高认识、掌握知识。

在栾恩杰看来，中国的航天科技在一些领域已经达到了国际水平，但仍处于发展中国家

阶段。“我们已经赶上了发达国家的步伐，取得了一些话语权，可以开展一些同水平的合作，

但是于创新而言，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摘编自《人民画报》2021 年 4 期）

（注）“二部”是一个历史名词，是当时设在黑龙江哈尔滨的一座培养飞行员的航校，下属

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当时所有国防相关专业都统一搬到“二部”进行授课和

管理。

4．下列对材料的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3 分）

A．1960 年，20 岁的栾恩杰考上了哈尔滨工业大学，从电机系被调配到了自动控制系，这奠

定了他一生的事业方向。

B．80 岁的栾恩杰冒着近零下 30 摄氏度的严寒，执意到内蒙四子王旗接“嫦娥”回家，体

现了他诚实守信的品格。

C．“巨浪—1”第一次台试就失败了，回忆当年的失败，栾恩杰会“眼角湿润”，这泪水包含

了航天人的几多艰辛。

D．栾恩杰与同事们提出的“大航天”概念，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准确定位，擘画蓝图，

指明了正确的发展方向。

5．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不恰当的一项是（3 分）

A．2021 年 2 月 22 日，习近平接见了探月工程嫦娥五号任务参研参试人员代表，这是对航

天人的一种鼓舞、激励和鞭策。

B．栾恩杰参与“巨浪—1”和“东风—21”的研究这几年，为武器系统的发展和航天科技的

发展，都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C．嫦娥一号发射成功，长征五号首飞前三小时的惊心动魄，嫦娥四号月背着陆互拍，嫦娥

五号采壤返回，每一步都稳扎稳打。

D．栾恩杰认为，中国的航天科技创新虽然已经达到了国际水平，但要居于航天发展的第一

阵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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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栾恩杰为什么经常被称作“战略科学家”？请结合全文概括。（6 分）

【答案】4．B 5．D

6．①栾恩杰参与指挥研发了战略性武器“巨浪—1”和“东风—21”。②与同事一起提出了

从工业层面扩大到应用的“大航天”概念。③参与规划设计了探月工程的绕、落、回，探、

登、驻（住）战略规划。④倡导并主要组织完成了“中国航天”的白皮书，扩大了航天事业

范畴。⑤一路走来，学会了从战役到战略转变的思考。（答出三点即可）

【解析】

4．本题考查学生理解文章内容，筛选并整合文中信息的能力。B.“体现了他诚实守信的品

格”错，体现的应是躬亲躬为一丝不苟的科学精神。

故选 B。

5．本题考查学生理解文章内容，分析并概括文中信息的能力。D.“科技创新已经达到了国

际水平”表述不严谨，原文是“在某些领域已经达到了国际水平”，“但是于创新而言，我们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故选 D。

6．本题考查学生筛选并整合文中信息、概括内容要点的能力。

结合“与‘巨浪—1’朝夕相处的 18 年”“栾恩杰从‘巨浪—1’的总指挥，转任‘东风—21’

的总指挥”概括出栾恩杰参与指挥研发了战略性武器“巨浪—1”和“东风—21”；

结合“经过研究，栾恩杰与同事们提出了一个‘大航天’的概念”“‘我们中国的航天，不能

只停留在工业层面，也要扩大到应用。中国航天也要进入空间基础设施和空间应用的阶段。’

之后，对地观测的‘高分’系列卫星、通讯卫星、海洋卫星等与国计民生相关的空间应用都

在‘大航天’的概念下实现了发展”概括出与同事一起提出了从工业层面扩大到应用的“大

航天”概念；

结合“从‘巨浪—1’阶段的台、筒、艇，到探月工程的绕、落、回，探、登、驻（住）——

栾恩杰习惯用高度凝练的语言对阶段性任务进行概括，化繁为简、举重若轻”概括出参与规

划设计了探月工程的绕、落、回，探、登、驻（住）战略规划；

结合“2000 年 11 月我国发表了面向 21 世纪的‘中国航天’的白皮书，其中谈到了以探月

为切入点的对外太空的研究。这份白皮书由栾恩杰倡导并主要由他组织完成”概括出倡导并

主要组织完成了“中国航天”的白皮书，扩大了航天事业范畴；

结合“从技术员、工程组长、研究室主任、研究所所长、研究院院长，到部总工、国家航天

局局长，一路走来，除了学习本事、完成任务，栾恩杰最大的收获之一是学会了从战役到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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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转变的思考”概括出一路走来，学会了从战役到战略转变的思考。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4～6题。

栾恩杰，中国探月工程首任总指挥，是我国月球与深空探测工程的开创者之一。从嫦娥

一号到嫦娥五号，我国探月工程已实现“六战六捷”。本报特邀栾院士做了一次访谈——为

我们讲述精彩的探月故事。

记者：为什么要做月球探测？

栾恩杰：我们从 1998年开始，筹划中国航天未来发展规划时，就把当时的航天工程，

扩大为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和空间科学三个部分。那么，作为空间科学里面的深空探测就被

提上议事日程。我们提出来，要把月球作为第一站。月球探测是国际宇航界深空探测领域的

第一站，也是中国航天界深空探测领域的首选站，因为它离地球最近。2004年，我国正式

开展月球探测工程，并将其命名为“嫦娥工程”。

记者：当时月球探测面临哪些困难？

栾恩杰：测发控体系还有差距。我们在离地球七八百公里的测控能力最强，但月球离地

球三十八万公里，这样的距离给地面测控系统带来巨大挑战。另外，我们还遇到一些从未遇

到过的问题，比如一些器件或者系统不适于太空环境。

这就是全新的宇宙环境带来的挑战，坦白讲我们没有经验。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得到了

教训，提高了认识，掌握了知识，这是非常重要的。在工程当中成长，在实践当中成熟，这

是深空探测的一个重要特点，因为之前深空谁也没去过，所有探索都是头一次。

记者：中国探月工程实现“六战六捷”，靠的是什么？

栾恩杰：中国航天在高科技领域走到今天，可以和国际先进的航天国家对话，举国体制

发挥了关键作用。2020年 12月 17日，探月工程三期嫦娥五号任务圆满完成，这充分展现

了我们科学技术的成熟、组织力量的强大、举国体制的有效应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

还要进一步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攻坚克难，永攀科技高峰，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为人类

和平利用太空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记者：航天发展对经济社会有哪些促进作用？

栾恩杰：航天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刻影响，是一个基础性问题和关键性问题。当我

们认识到月球探测的技术基础、基础技术、关键核心技术，当这些技术得到突破的时候，我

们的科技实力必然是强大的。航天科技的进步，一定会带动整体科技水平的持续进步。

记者：为什么提出“大航天”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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栾恩杰：中国航天事业是在基础工业比较薄弱、科技水平相对落后和特殊的国情、特定

的历史条件下发展起来的。中国独立自主地进行航天活动，以较少的投入，在较短的时间里，

走出了一条适合本国国情和具有自身特色的发展道路，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就。在此基础上，

我们提出了“大航天”概念，即把原有的传统意义上的航天工业扩展为空间技术，空间技术

扩展为空间应用，再扩展到空间科学，相对原来的航天工业而言，就是大航天的概念。“大

航天”概念的产生是一次技术分裂，也是技术进步的表现，促进了航天技术、空间技术、空

间应用、空间科技的发展。

记者：搞航天的人要有宇宙般的胸怀。

栾恩杰：美国有位天文学家卡尔·萨根，他曾经提出一个设想，当航天器飞向木星之时，

能否回过头看看地球？从那个位置看地球的时候，地球就是一个蓝色的小点。从这样一个角

度理解空间和地球的关系，要看到我们人类的渺小，看到人类在宇宙当中的位置，也就是说

探索浩瀚宇宙，对我们的思想观念、哲学认知都会产生影响。

(摘编自《精彩探月宇宙胸怀》，《人民日报》2021年 3月 22日)

4.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1998年在中国航天未来发展规划中就明确将月球作为深空探索的第一站，2004年 “嫦娥

工程”正式启动。

B.由于月球距离地球遥远，探月初期，我们对月球的测控能力有限，这给中国的月球探测带

来了巨大挑战。

C.基于基础工业比较薄弱、科技水平相对落后和特殊的国情、特定的历史条件，我们提出了

“大航天”概念。

D.在浩瀚无际的宇宙中，地球也不过只是一个蓝色的小点，所谓宇宙般的胸怀，就是要意识

到人类的渺小。

5.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概括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记者始终围绕探月主题进行提问，从最初开展探月工程的原因问起，层层深入，最后谈到

航天人的宇宙胸怀。

B.面对记者的提问，栾院士对我们在探月过程中经验不足的问题毫不避讳，展现出了中国航

天人的坦诚和乐观。

C.嫦娥五号任务圆满完成，展现出了我国成熟的科学技术，同时预示着中国航天可以和国际

先进的航天国家对话。

D.航天发展不仅给人类带来经济社会效益，还带来了观念的变化，可以说航天对于人类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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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是方方面面的。

6.我国的航天事业取得辉煌的成就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请结合材料概括这些要

素。(6分)

【分析】（1）本题考查学生分析鉴赏作品内容的能力。解答此类题首先要通读全文，整体

感知；其次明确主旨，关注手法；最后结合文章主旨做出准确判断。

（2）本题主要考查分析概括文本内容的能力，答题时找出选项对应的原文，然后比较得出

正误。

（3）本题考查筛选并整合文章信息的能力，作答时明确题目要求，筛选出正确信息，然后

概括。

【解答】（1）C.原文中我们提出“大航天”概念，是因为“中国独立自主地进行航天活动，

以较少的投入，在较短的时间里，走出了一条适合本国国情和具有自身特色的发展道路，取

得了一系列重要成就”，而“基础工业比较薄弱、科技水平相对落后以及特殊的国情、特定

的历史条件”是中国航天事业发展的背景。

故选：C。

（2）C.依据原文“中国航天在高科技领域走到今天，可以和国际先进的航天国家对话，举

国体制发挥了关键作用”，“同时预示着中国航天可以和国际先进的航天国家对话”错，将

已然说成是未然。

故选：C。

（3）①依据原文“中国航天事业是在基础工业比较薄弱、科技水平相对落后和特殊的国情、

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展起来的。中国独立自主地进行航天活动，以较少的投入，在较短的时

间里，走出了一条适合本国国情和具有自身特色的发展道路，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就”“搞

航天的人要有宇宙般的胸怀”，中国航天人持之以恒的努力，拥有宇宙般的胸怀。②依据原

文“中国航天在高科技领域走到今天，可以和国际先进的航天国家对话，举国体制发挥了关

键作用”，充分发挥了中国举国体制的优势。③依据原文“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了‘大航

天’概念，即把原有的传统意义上的航天工业扩展为空间技术，空间技术扩展为空间应用，

再扩展到空间科学，相对原来的航天工业而言，就是大航天的概念。‘大航天’概念的产生

是一次技术分裂，也是技术进步的表现，促进了航天技术、空间技术、空间应用、空间科技

的发展”，“大航天”概念的提出带来的技术革新。

答案：

（1）C

（2）C

（3）①中国航天人持之以恒的努力，拥有宇宙般的胸怀。②充分发挥了中国举国体制的优

势。③“大航天”概念的提出带来的技术革新。

【点评】“规范作答”不能忘记的三个原则：

（1）答案在文中（直接来源于文中或从文中提炼）；

（2）选择并重组文中关键词句（注意原文表述角度与设问角度是否一致）；

（3）分点分条作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