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969 年 6 月 16 日阿波罗 11 号成功发射，人类历史上产生了第一位到其他星球旅行的

探险家尼尔•阿姆斯特朗，他在月球表面留下了自己的脚印。 

2、中国于 1983 年加入了《外空条约》。 

3、我国航天事业创建 60 周年是 2016 年。    

4、在神舟十号上进行太空授课的中国女航天员是王亚平。 

5、地球同步轨道发射的理想地点是赤道。 

6、桂林航天工业学院创建于 1979 年，是原国家航天工业部建设的三所航天类高等院校

之一。 

7、航天是指载人或不载人的航天器在地球大气层外的航行活动。 

8、国际空间站是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航天工程,共有 16 个国家参与研制。 

9、我国成功研制和发射的导航定位卫星命名为“北斗”导航定位卫星。 

10、从 1962 年起到现在，美国发射了水星号、双子星座号、阿波罗号三种型号的载人飞

船。 

11、“深空”1 号是世界上第一个以离子推进器为主要动力的空间探测器。 

12、第一次把模拟假人带入太空的神舟飞船是“神舟”三号,它为载人飞行提供了可靠的

参考数据。 

13、大气层由低向高排列的顺序为对流层、平流层、中间层、热层。 

14、我国载人飞船的发射场为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15、1956 年 10 月 8 日，中国成立第一个火箭导弹研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由钱

学森任院长。 

16、世界上起飞重量最重、推力最大的火箭是俄罗斯的“能源”号重型通用运载火箭。 

17、我国的运载火箭命名为“长征 ”系列。 

18、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成立于 1968 年 2 月 20 日。 

19、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时间是 1964 年 10 月 16 日。  

20、我国首次完成手控交会对接实验任务的航天员是刘旺。 



21、1969 年 7 月 20 日，美国阿波罗飞船在月球成功着落，首次实现了人类登月的理想的

宇航员是阿姆斯特朗。 

22、中国载人航天精神的内容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 

23、1942 年德国研制成功的 V 2 火箭,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以火箭发动机为动力的弹道导弹。 

24、在航天维护人员 、驾驶航天员 、任务专家航天员 和载荷专家航天员中，不属于航

天员的是航天维护人员。 

25、在天文学中， 1 光年约为 9.4605 万亿千米。 

26、中国航天服重约 10 千克 。 

27、“神舟”系列飞船绕地球飞行一周的时间约为 90 分钟。 

28、从地球表面发射的飞行器飞出太阳系所需要的最小速度称为第三宇宙速度。 

29、可用作空间侦察与监视平台、空间武器试验基地、未来天军作战基地的军事载人航

天系统是空间站。 

30、中国的探月工程的 3 个阶段是“绕”、“落”、“回”。  

31、2011 年 11 月 13 日，天宫一号与神舟八号第二次交会对接。  

32、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的英文简称是 CSC。   

33、我国发射成功的神舟七号 飞船航天员翟志刚完成了首次出舱活动。 

34、世界上第一架航天飞机的名称是“哥伦比亚 ”号。 

35、2012 年 6 月神舟九号飞船成功发射，刘洋成为中国第一个飞向太空的女性，打破了

中国尚无女航天员进入太空的纪录。 

36、2014 年 12 月 18 日，“中国飞天第一人”杨利伟将军到访桂林航天工业学院，为桂林

千余名高校学生做了题为“勇于担当，共筑梦想”的航天主题报告，在校园里刮起了阵

阵“航天”旋风。为此，桂林航天工业学院将 12 月 18 日确定为该校的“航天日”。 

37、航天技术的核心是火箭推进技术。 

38、我国是世界上第三个实施月球探测器软着陆的国家，“嫦娥三号”携带了一辆月球车

（月球巡视器）登上月球，这辆月球车的名字是“玉兔号”。 



39、轻于空气的航空器比重于空气的航空器更早进入使用。中国早在五代时期就出现了

“孔明灯”,这就是现代热气球的雏形。 

40、世界上第一种也是唯一可重复使用的航天运载工具是航天飞机 

41、目前使用的通讯卫星一般为地球静止轨道卫星  

42、国际空间站是 1998 年开始建设的。 

43、桂林航天工业学院以“航天精神铸魂，航天文化育人”为校园文化建设理念，持续

实施了“航天文化进校园‘六个一’工程” ，该项目于 2014 年荣获广西高校校园文化

建设优秀成果一等奖。 

44、数量最多的航天器是人造地球卫星。 

45、 “长征”5 号是我国研制中的新一代重型运载火箭,可将 25 吨的有效载荷送入地球近

地轨道或 14 吨的有效载荷送入地球同步转移轨道。 

46、2013 年 6 月 11 日，神舟十号载人飞船进入太空，神舟十号指令长是聂海胜 

47、近代航天的奠基人是钱学森。  

48、我国成功发射的第一艘无人飞船神舟一号。  

49、人类历史上第一位女宇航员是捷列什科娃。 

50、中国是世界上第 5 个能够发射卫星的国家。 

51、1970 年 4 月 24 日我国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52、 1988 年 9 月,中国的太阳同步气象卫星上天,实现了我国气象卫星零的突破,这颗气象

卫星叫风云一号。 

53、世界上发射的第一架航天飞机叫哥伦比亚号。 

54、航天飞机上天一次的平均费用是 4.7 亿美元。 

55、中国航天事业的三个里程碑分别是人造地球卫星上天、载人航天飞行、月球探测工

程。 

56、人类火箭的故乡是中国。  

57、月球与地球平均距离为 38 万公里。 



58、目前长寿命卫星普遍采用太阳能电池提供电量 。 

59、我国正在兴建的第四个航天发射场位于海南省文昌市附近。 

60、1989 年发射的“伽利略”号土星探测器,经过长达 14 年的飞行,完成太空探索使命,

最后坠毁于木星。 

61、2003 年，我国首个月球探测计划嫦娥工程正式启动。 

62、被誉为“中国导弹之父”的是钱学森。 

63、世界登月第一人美国航天员阿姆斯特朗的名言是这是我个人的一小步,但却是人类的

一大步。  

64、我国从 1988 年开始相继成功地发射了 4 颗风云一号卫星，这种卫星是运行在太阳同

步轨道上，这种卫星的作用是主要用于天气预报和洪水,森林火灾等灾害的监测。 

65、1958 年初，在戈壁滩上建起了我国第一个航天发射场，它的名字是酒泉卫星发射中

心。 

66、2007 年 10 月 24 日“嫦娥”1 号月球探测卫星从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 

67、1986 年, 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失事,7 名航天员全部遇难。 

68、从 1970 年至 2003 年 10 月,“长征”运载火箭已形成 4 个系列。 

69、世界上最轻的探月卫星是嫦娥一号，重约 2 吨. 

70、目前被公认的最早的飞行器是指风筝和火箭 。 

71、现代运载火箭的飞行原理是:多级火箭原理。  

72、离地球最近的天体是：月亮。 

73、中国是第三个实现载人航天的国家。  

74、荣获 2009 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探月工程总设计师是孙家栋。 

75、“和平号”是苏联什么国家制造的空间站。 

76、1956 年 10 月 8 日，中国成立第一个火箭导弹研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由钱

学森任院长  。 

77、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叫“东方红一号”。 



78、美国是于 1966 年宇宙飞船登月成功。 

79、人类历史上第一位宇航员加加林 。 

80、航空器的飞行环境是大气飞行环境。 

81、天宫一号的发射标志着中国迈入中国航天“三步走”战略的第二步第二阶段。      

82、美国的先驱者号是世界上第一个行星和行星际探测器。 

83、从地球表面发射的飞行器环绕地球飞行所需要的最小速度称为第一宇宙速度。 

84、嫦娥一号飞往月球大概需要一星期左右。 

85、人造地球卫星的运行轨道是一条围绕地球的封闭曲线。 

86、1969 年 7 月 16 日美国宇航员首次登上月球,随后又进行了多次登月活动。 

87、美国研制的可重复使用的航天飞机于 1981 年试飞成功。 

88、1999 年 11 月 20 日,“长征”2 号 F 运载火箭成功将我国第一艘实验飞船“神舟”1 号

送入地球轨道。 

89、美国发射的"水手 9 号"花了大约 5 个半月的时间,到达火星轨道，成为第一艘环绕别

的一颗行星运行的宇宙飞船。 

90、东方红 1 号人造地球卫星在酒泉用长征一号火箭发射入轨。 

91、“天空实验室” 是美国制造的空间站。 

92、我国第一个目标飞行器和空间实验室“天宫一号”发射升空时间是 2011 年 9 月 29

日。 

93、实现航天飞行要采用多级火箭是因为多级火箭可以逐渐提高速度。 

94、载人飞船“神舟 6 号”是 2005 年 10 月发射升空的。 

95、莱特兄弟于 1903 年 12 月 17 日,驾驶带有动力的滑翔机飞行者 1 号,完成了人类历史

上第一次持续而有控制的动力飞行,从此开创了动力飞行的新纪元。  

96、我国用于发射载人飞船的运载火箭名叫长征 2 号 F。   

97、我国是世界上第三个建立卫星导航系统的国家。   

98、人造地球卫星按运行轨道通常分成 3 类。     



99、2001 年 4 月 30 日，第一位太空游客、美国人蒂托快乐地进入国际空间站，开始了他

为期一周的太空观光生活。如果不考虑资金问题，你要想遨游太空必须具备的自身条件

不包括丰富冒险经历。 

100、“神舟”4 号的飞行试验彻底解决了座舱有害气体超标等问题。 

101、要有安全意识不属于载人航天必须闯过的四大难关。  

102、1975 年 7 月 15 日，成功完成太空对接，首次实现国际合作考察飞行的飞船是联盟

号和阿波罗号。 

103、地球直径是月球直径的 3.6 倍。 

104、嫦娥一号两侧各有一个太阳帆板。   

105、语言训练不属于航天环境适应训练的内容。 

106、嫦娥一号卫星携带的科学探测仪器的是微波通讯仪。 

107、天狼星不属于太阳系的行星。 

108、“神箭”送“神舟”,我国的“神箭”指的是长征-2F 运载火箭。 

109、航天发射窗指的是最适合发射的一个时间范围。 

110、月球平均直径为 3476 公里。 

111、苍茫宇宙、浩瀚太空中，一颗由我国自主研发制造的资源卫星正用它敏锐的双眼注

视着地球，连续稳定高效地执行着测绘和资源勘察任务。 

112、在克服地球引力而进入太空的航天探索中,美国科学家戈达德提出火箭飞行的飞行原

理,并导出脱离地球引力所需的第一宇宙速度。 

113、从地球表面发射的飞行器脱离地球所需要的最小速度称为第二宇宙速度。 

114、为了追求更大的运载能力，目前使用的运载火箭多为分级结构，我国长征二号 F 火

箭捆绑有 4 枚助推器。 

115、“茄子像南瓜，南瓜磨盘大，豆角几尺长，青椒大如梨。”这是公众对航天蔬菜的趣

味描述。经过新技术培育出来的航天蔬菜，不仅个大、高产还“抗病”。说法最准确的是

种子搭载返回后变异比例不一定，需要进一步培育试验。。 



116、2012 年 6 月 16 日，3 位宇航员景海鹏、刘旺、刘洋搭乘载人飞船“神舟九号”上

天。 

117、2014 年 11 月 23 日，国际海事组织海上安全委员会审议通过了对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认可的航行安全通函，标志着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正式成为全球无线电导航系统的组成部

分，取得面向海事应用的国际合法地位。 

118、我国“长征”系列运载火箭中主要用于发射高度在 500km 以下的各类近地轨道卫

星和其他航天器的是“长征”2 号系列。 

119、中国第一箭——“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是 1970 年 4 月 24 日时间发射的。 

120、人类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是苏联发射的。 

121、为航天事业献身的女航天员麦考利夫。 

122、 1981 年 9 月 20 日，中国首次用风暴一号火箭，把“实践 2 号”等 3 颗不同用途的

卫星送入太空，成为世界上第四个掌握一箭多星技术的国家。   

123、目前美国、俄罗斯等国正在联合起来建造阿尔法型号的国际空间站。 

124、世界上第一颗商业通信卫星,第一次使跨洋电视转播成为可能的卫星是晨鸟。 

125、人造卫星的共性除了必须围绕地球绕进行周期性旋转。 

126、与一般通信卫星相比，军用通信卫星有保密性强、灵活机动、抗干扰的。  

127、1988 年 9 月，中国的太阳同步气象卫星风云 1 号上天，实现了我国气象卫星零的突

破。   

128、嫦娥一号将运行在距月球表面 200 千米的圆形极轨道上。 

129、火箭是将航天器等送入太空的运输工具，火箭的运载能力决定一个国家进入空间的

能力。我国正在研制的新一代大型运载火箭叫长征 5 号，计划明年选在海南航天发射场。

进行首次发射试验。那里具有低纬度的优势，亦可通过海运解决巨型火箭运输难题。  

131、空间站是一种在近地轨道长时间运行，可供多名航天员巡访、长期工作和生活的载

人航天器。到目前为止，全世界已发射了 9 个空间站，其中苏联共发射 8 个，美国发射 1

个。按时间顺序讲，苏联是首先发射空间站的国家。目前还在使用的空间站是国际空间



站。 

132、航天术语中，发射“窗口”指的是发射的时间。 

133、航天员随载人航天器在轨运行过程中与地面环境不同，对他们睡眠方式说法最准确

的是固定在舱壁上的睡袋里睡觉像地面上一样躺着睡觉。 

134、对全球而言，需要 3-4 颗静止通信卫星组成通信网，就可实现全球范围的实时通信。

135、说法错误的是民用航空器维修人员不属于航空人员。 

136、世界上第一个提出“以翅膀、弹簧和火药作为产生动力的能源,建造一艘太空船,进

行世界上第一次有人操纵的登月活动”的人是约翰•威尔金斯  。 

137、中国北方的山西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的功能和作用是试验卫星、应用卫星、运载火箭

发射。 

138、嫦娥一号星体为立方体  。 

139、不属于发射载人飞船会遇到的技术难题是联系得上。 

140、飞船按其飞行轨道分类，说法错误的是宇宙飞船。 

141、韩国没有发射过探月卫星的。 

142、没有发射过卫星的运载火箭有“长征”五号。 

143、嫦娥一号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三号号搭架点火发射。 

144、2014 年 4 月，我校加入全国应用技术大学联盟，成为广西区内第三所加入联盟的本

科院校。应用技术大学（学院）联盟是在教育部的指导下，由以应用技术大学类型为办

学定位的地方高等学校发起成立的民间的、学术性机构和协作组织。目前该联盟有 45 个

成员。 

145、“嫦娥三号”在月球实施软着陆时是通过减速实现的，它不可以像神舟返回舱在接

近地球时那样用降落伞实施软着陆。 

146、桂林航天工业学院校训是（    尚德博学，慎思笃行     ）。                     

147、“在他心里，国为重，家为轻，科学最重，名利最轻。五年归国路，十年两弹成。

开创祖国航天，他是先行人，劈荆斩棘，把智慧锻造成阶梯，留给后来的攀登者。他是



知识的宝藏，是科学的旗帜，是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的典范这是 2007 年“感动中国”组委

会给予钱学森的颁奖词”。美国海军次长丹·金贝尔评价说:“无论在哪里，他都值五个师”。

他是“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被誉为人民科学家。 

   148、早在唐代初年火药就出现了，南宋时代火药用来制造烟火，其中包括“起花”，

大约在十三世纪制成火箭。我国古代制造的火箭和起花所用的是黑色火药，它们的工作

原理和现代的固体燃料火箭是一样的。 

149、2008 年 9 月神舟七号飞船发射升空，飞行期间航天员翟志刚身着“飞天”舱外航天服

完成了空间出舱活动。这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三步走”战略第二步第一阶段任务的首

次重要飞行。 

150、桂林航天工业学院是 1999 年 4 月划转到广西壮族自治区，实行"中央与地方共建，

以地方管理为主"的管理体制。 

151、“神舟十号”航天员在距离地球 300 多公里的太空进行了太空授课。在太空失重环

境中，航天员演示了失重环境下的“悬空打坐”、“大力神功”等，请问在太空中是用加

速度计根据距离时间等折算后获取测量身体质量。  

152、地球同步轨道又称 24 小时轨道，卫星的轨道周期等于地球自转周期(23 小时 56 分

4 秒)，且方向亦与之一致。卫星轨道与赤道平面重合时叫做同步轨道静止卫星，即卫星

与地面的位置相对保持不变。 

153、太空育种即航天育种，是将作物种子或诱变材料搭乘返回式卫星等工具送到太空，

利用太空特殊的环境诱变作用，使种子产生变异，再返回地面培育作物新品种的育种新

技术。经搭载并培育出的品种，其果实大小、营养物质的含量以及抗病虫害等方面均有

显著改善。太空育种的特殊环境主要是强辐射、微重力、高真空。 

154、太空笔是为航天员设计的专用笔。早期，航天员都使用铅笔，因为钢笔和一般圆珠

笔在无重力状态下都无法使用，铅笔是惟一的选择。但是铅笔芯断裂后，在无重力的空

间中飘浮，可能飘进鼻腔、眼睛，或引起电路短路。此外铅笔的笔芯和木头有易燃的危

险。中国航天员在太空使用的太空笔依靠进口美国或俄罗斯的太空笔。 



155、为了实时对发射和在轨运行的航天器进行测控，我国分别在陆地、海上以及太空设

置若干个测控站、测量船、中继卫星，设在海上的测量船名称叫远望号测量船。  

156、我国青少年学生已经多次参加航天搭载科学实验活动，其中北京景山学校学生提出

的一个实验项目，曾经由美国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搭载上天，但由于哥伦比亚号返回时

失事而没有取得实验成果，后来又由我国第 22 颗返回式卫星带上太空实验，最终取得实

验效果。这项实验的名称叫蚕在太空吐丝结茧 

157、中国神舟飞船上的降落伞是世界上最大的降落伞之一，飞船的降落伞足有 1200 平

方米，比俄罗斯联盟号飞船的伞还大 200 平方米，整个伞铺在地上有小半个足球场大小，

重量却仅有 90 多公斤，并可以耐住 400℃的高温而不会被烧焦。飞船返回舱返回过程中

降落伞的开伞顺序是引导伞、减速伞、主伞。 

158、有关中国卫星的表述，错误的是北斗一号卫星是海洋卫星。 

159、日出是一天开始的标志，黑暗是夜晚来临的信号。在太空里，航天员看到日出和日

落要比地球上频繁，航天员在太空通常借助眼罩并依靠睡袋捆绑睡觉。 

160、月球车是一种靠电池提供能源的短途月面交通工具，分为无人驾驶月球车和有人驾

驶月球车两类。1970 年 11 月 17 日，苏联发射的“月球 17 号”探测器把世界上第一辆无

人驾驶的月球车--“月球车 1 号”送上了月球，它的质量为 1.8 吨，在月面上行驶了 10.5

千米，考察了 8 万平方米的月面。 

161、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因此需要发挥气象卫星的作用，不断提

升遥感和探测能力。我国自行研制和发射的“风云”系列气象卫星经常在天气预报中被提

及，它在防灾减灾、应对气候变化、大型活动气象服务保障和空间环境监测预报等方面

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取得了显著成绩。 

162、我国研制发射的返回式卫星是近地轨道卫星。    

163、神舟载人飞船的起飞、降落的特点有垂直起飞，垂直降落。 

164、2013 年 6 月 24 日，习近平总书记与神舟十号航天员进行天地通话，强调了航天事

业与国家发展的关系是航天梦是强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   



165、1960 年 2 月 19 日，在上海南汇县发射成功第一枚试验探空火箭的高度达 8000 米？  

166、截至目前我国已有 8 位航天员驾乘神舟飞船进入太空，其中首位两次进入太空参与

载人航天任务的航天员是景海鹏  。 

167、中国和巴西联合研制的“资源”1 号卫星，是我国在卫星研制领域与国外首次合作的

成果。 

168、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ceX)2012 年 10 月 7 日向国际空间站发射了“龙”货运飞

船。这艘飞船成为首艘向空间站运送补给物资的商业航天飞船，这标志着美国航天局向

空间站运输方式的重大转变，是首次由私营的航天企业来完成此类任务。 

169、科技奥运作为北京奥运会的三大理念之一，在开、闭幕式上均得到了充分体现。从

开幕式上的主火炬(改进点火器能抗强风大雨) 、画轴舞台、巨型球、礼花弹施放，到闭

幕式上 8 层楼高的记忆塔，均体现了航天高科技手段。 

170、我们常说的“桂航精神”是什么呢？艰苦奋斗     自强日新 

171、已飞出太阳系行星轨道的探测器有“先驱者”10 号和 11 号、“旅行者”1 号和 2 号。 

172、月球绕着地球公转，有时近有时远。最近时约３６万公里，最远时约４０万公里，

平均距离为 376000 公里，相当于绕地球走十圈。 

73、在全国瞩目的西部大开发中，我国资源卫星更显出其用武之地。它可以在短期内提

供巨大数量的基础地形图，可对西部的生态环境进行全面的调查，还可对西部地区的资

源进行普查，做到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资源，确保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发展。 

174、中国航天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走出了一条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发

展道路，航天“三大精神”是航天文化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体现和继承发展，是伟大

的民族精神与航天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其中“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

特别能奉献”是载人航天精神。 

175、我们把航天员在太空中吃的食物叫航天食品，是因为它是根据航天员生活所处的特

殊环境，结合航天员在太空的口味和消化吸收能力，以及特殊进食方式而研制的。以下

不适于作为航天食品的是酥脆掉渣食品。 



176、2003 年 10 月 15 日，神舟五号飞船进入预定轨道，在举世关注的目光中，一段历时

21 小时 23 分钟的完美太空飞行，让全世界记住了他的名字——杨利伟，在太空中他展示

了中国国旗和联合国旗。伴随着他的成功返航，中华民族的千年飞天梦想得以实现，中

国成为继美国和俄罗斯之后第三个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 

177、月球的表面积有 3800 万平方公里。 

178、美国的“国防气象卫星”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军事气象卫星系统,从 1965 年 1 月

19 日发射第一颗,至今共发射了七代共 40 余颗。 

179、哪个国家最早研制出 V-2 火箭德国。 

180、发射神舟号飞船的是长征 2 号 F 的运载火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