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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皇科学院

——13 —

空间探索对人类的影响

研究周

1984年10月1日至5日

结论

PONT1FICIA
ACADEMIA

EX AEDIBVS ACADEMICIS IN CIVITATE VAÏÎCANA

MCMLXXXV



序言

1984年10月1日至5日，教皇科学院在梵蒂冈举办了“空间探索对人类 

的影响研究周”，由V. M. Canuto博士作出安排，教皇科学院院士 M. G. K. Menon 
教授任主席。

提出的论文和后来的讨论，将尽速刊载于教皇科学院历史悠久的出版物“ampta 
Varia ”上，也将同一个国际出版社共同编辑出版。不过，由于付诸讨论的问 

题的重要性，有必要将各与会者协商一致达成的结论立即予以印制，尽可能广为散 

发，为进一步行动提供意见，同时呼吁科学界注意该“研究周”的结果，事关目前 

和未来全体人类，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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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Mohamed A. Abdel-Hady, Director Remote Sensing Centre, 
101 Kasr al Eini Str., Cairoy Egy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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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 Box 218, Yorktown Heights, N. Y. 10598,rU.S.A.

Mr. R. Gonzalez，Chilean Mission to the United Nations, 809 
United Nations Plaza, 4th Floor, New York, N. Y. 10017, U.S.A.

Dr. N. W. Hinners, Director NASA, GSFC, Greenbelty Maryland 
20771，U.S.A.

Dr. Kenneth D.. Hodgkins, Acting Chief International Affairs Di
vision NOAA, Federal Building, No. 4, Room 3308, Washington, 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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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 Dr. Rita Levi Montalcini, Pontifical Academician, Vi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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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 Father Sabino Maffeo, Technical Director Vatican Radio, 
Vatican City.

Prof. Dr. G. B. Marini-Bettôlo, Pontifical Academician, Via Prin- 
cipessa Clotilde 1, 00197 Romay Italy.

Prof. M. G. K. Menon, Pontifical Academician, Yojana Bhav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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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 Mons. William Murphy, Sotto-Segretario Pontificia Comm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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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k〇fZJ2 
Chinese 
Page 6

Prof. Silvio Ranzi, Pontifical Academician, Istituto di Zoologia, Via 
Celoria 26, 20133 Milano, Italy.

Mrs, Marcia Smith, Science Policy Research Service,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Library of Congress, Washington, D.C. 20540, U.S.A.

Mr. R. Smith, Counsellor, ITU, Palais des Nations, 1211 Geneva, 
Switzerland,

Rev. Father Antonio Stefanizzi, Social Communications, Vatican
City.

Dr. R. Sunaryo, Chairman, National Institute for Aeronautics and 
Space (Lepan), JLN, Pemuda Persil, I, P.O. Box 20/Jngra, Jakarta Timury 
Indonesia.

Dr. C. A. Zraket,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MITRE Corporation, 
P.O. Box 208, Bedford, Massachusetts 01730, U.S.A.



A/Uo/272
Chinese
Page 7

导言

二十世纪的后5 0年，人类开始探索空间。

由于能够详细地观察其他星球（金星、火星、木星、土星）、这些星球的月球、 

我们自己的地球，由于可以从空间观察地球上看不到的宇宙，人类对宇宙的了解已 

经有所提高。在紫外线、红外线、可见光、X射线、伽马射线频谱操作的在空间 

轨道的望远镜和探测器，为宇宙提供了新的、更完全的图象。从技术观点来看，

最为重要的成就之一是，人造卫星的使用。我们累积了27年的人造卫星经验， 

不过，人类从探索和利用空间得到的利益，只有一点点。卫星，对本国的和国际 

的安全作出了贡献，因为它可以保证一定探测到洲际导弹的发射，也有助于确保各 

国遵守对国际或多国协定的承诺，从而限制核武器或其运载系统的试验性质或次数。

空间通信，包括国际电话和点对点数据通信、散播电视和无线电信号，以便地 

面发射机加以转播、最后使用者直接接受这种空间广播。同车载使用者之间的可< 

靠的通信，已经从空间应用于民间和军事用途。 -

卫星遥感，提供了持绫不断的接近地球的环境数据和关于当地情况和作物的经 

常情报，任何使用者都可以取用。对地球的重力场、海洋表面、大气的详情进行 

的全球性观测，已经就地球系统的结构和作业情况提供了资料。车载使用者从空 

间不但可以得到通讯，而且也可以得到精确的、灵活的导航能力，由于第一代由卫 

星辅助的救援系统“ K0SPAS—SARSAT ”，安全因而提高。

摘要说来，各种用途的卫星，为人类带来新的、强有力的一切种类的信息传送 

方法，其规模可大可小，范围涵盖整个地球，而没有常常影响到地面电信网的主要 

限制因素。事实上，卫星电信网两个终端之间在地球上的距离，对服务成本没有― 

什么影响。此外，卫星可以同时联络到许多地面站，从而实现全面的通信网，这 

有别于地面媒介，地面媒介基本上只能使两个点进行联系，只能通过复杂的通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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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换点来形成通信网。

“研究周”各与会者在讨论结束时，达成结论和建议如下。内容分为三组:

⑴电信卫星。

⑵空间技术。

⑶空间的未来用途。

电信卫星

“研究周”的与会者说，卫星电信系统未来的演变和发展，一定会更加受到非 

技术性问题的影响。

虽然技术仍旧会产生演变，但是系统的选择、复盖的范围、未来的服务类型， 

将超过技术，成为主要的决定因素。

这种演变情况，需要以有系统的方法重新加以关切，以期政治、经济、技术、 

文化、道德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能够充分付诸讨论，为人们所了解。

(1)目前的国际、区域间、国家民间卫星通信系统，是由于政府间谈判的结果， 

即使个别展开这些作业，这种政府间谈判在一定程度上是互相有关系的，不过，从 

技术和经济观点来看，肯定是在充分的协调之下的。

应当充分重视这个事实，也应当更加注意国际上没有经过协调的行动可能发生 

的后果，这种行动可能影响到卫星通信系统的使用和操作，这种操作是反应着最广 

泛形式的政策和兴趣的国际协定的结果。

⑵卫星电信系统可以产生重大的经济、社会、文化影响。这些系统的生命 

有效期间，高达好几年。

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系统的效果，会影响到广大的地区，维持很长的时间， 

几百万以上的人民可能受到影响，也可能对这种服务产生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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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负责设立这种卫星通信系统的人，尤其是当群众无法以其他的方法得到这 

种服务时，应当觉察到其中所涉及的政治和社会责任。

⑶卫星通信的目前演变情况，可以更加影响到所涉及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尤 

其是因为我们不可以忽略某些电信服务的“公共用途”内容。

目前和未来人类在经济和社会方面对电信的依赖，包括卫星电信系统，需要进 

一步加以研究。

空间技术

“研究周”的与会者说，空间技术的用途已经很广，但还有必要发展新的构型 

和新的方法，使新的技术在世界各地结合目前社会上的经济和文化变数。饥饿问 

题、基本教育和保健设备不足、持续学习和资源取得机会不平等，不可能仅仅通过 

空间技术得到解决，通过面向富有的发达国家需要的内容一成不变的空间技术构型， 

就更不用说了。 必须尊重当地人材和现有的基本体制结构，善加矛j用。没有机 

会受教育的穷人，并不因为没有力量而智慧低下；他们应当结合新的知识和信息， 

不应淹没在原来的大一统办法的洪流中。空间通讯的长臂，不应当导致清一色和 

教条；而应当使人大开眼界，丰富社区的生运和行为，同时尊重所有国家和人民的 

政治、经济、文化、道德本体》

幸运得很，目前的空间技术，可以多方面适用，灵活性极高。我们需要、也 

可以用不同的方法来使用空间技术，尽管在地球上条件各有不同。在世界上某些 

地方，社区接受设备可以用于情报散发和教育。以微处理机为基础的现代技术和 

小型地面站，可以提供社区之间以及人民与重要情报来源之间的双向通信。即使 

在5年以前，这种新的技术还没有可能性。

地面服务正在有所改进的同时，现代工业、银行、运输、教育等等的某些切身 

需要，可以通过数字卫星系统，使用以顾客为基础的地面站，迅速得到满足。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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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发展中国家可以克服它们“最后一里问题”，就是说，通过某种形式的分组交换 

网，建立良好的地面联系和有效的交换系统。在某种情况下，在电话业务之前， 

可以展开低速率的数据业务，因为成本较低。不过，当我们面向一体化的业务网 

时，便宜的、有效的电话系统仍然是十分适当的短期目标。

一些国家可能决定购买自己的卫星系统，而其他国家可能从国际共同网路或邻 

国那里引用卫星通信能力。由于空间系统的国际合作越来越成功，在这方面已经 

成为正面的因素。

卫星遥感，在可再生和不可再生资源（尤其是矿物）勘探、农业、森林、土地 

利用的测量、管理、保护方面，几乎已经成为根本的技术，尽管需要在地面上作出 

大量的额外工作才可以实现最终的目标。由于从空间看的角度很大，十分有助于 

进行环境管理，了解天气。

尽管遥感的用途日益忙大，许多国家也越采越关心，他们是否负得起所需要的 

数据，价钱是否公平，由少数实体取得的关于它们国家资源的某些关键性情报是否 

由有关的国家在平等的基础上加以取得。无论如何，各国关心的重点是，对于他们 

各自领土的战略性情报具有位先权利，以及肯定空间的自然资源用于人矣的利益。 

空间技术在这方面和其他方面的用途，也必须外层空间为人类共同遗产。

我们迫切需要作出努力，通过适当的体制确保整个世界在气候和遥感业务方面 

的基本需要得到满足。（某些现有国际电信系统体制在这方面是适当的实例）。

关于空间在通讯、广播、教育、資源管赵等韻域的一切用途，必须把£点放在 

最终約目标，就是全体人民的福利，尤其是穷人、孤立的人、不幸的人。

教皇科学院可能会考虑安排一个研究组，目的在于探讨，遥感和情报系统如何 

可以最好的方式发展出来，.如何用于保证粮食安全，包括生产、分配、保护穷人免 

于受到剥削等问题。穴面积土地不丨用的分矣，最好借助于卫星图象。从这些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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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分类，可以在高的效率下找担地面上的作物，以期确实估计扭作物总产量。为 

了穷国能够了解它们的粮食需要，这科情报是必需的。

空间的未来用途

为人类利益而探索空间方面的进展，系于技术的有效利用、组织能力、管理工 

具。应当审议下列意见：

空间科学

空间科学为人们带来了惊奇、灵慰、洞察力。土星的外环、木卫一的硬化現象,

以及似乎老早观察到的月球、火星、金星衮面的性质，引人入胜，使人更加愿蕙作 

出猜想。空阂玆测器对火星尘泰的现■，便人们认识到，地球上核战争造成的火焰， 

可以导致冬天的温度，其灾难性后果或许比核战争的直接后果还要大些。

某些运本的物理买验以及对宇宙跑㉙:，只能够在空同进行；无重力环境对人

类健康和缋效的影响，老早就E当进行真正的科学研究。某些科学实验或许某些制 

造工作在空间进行会比较便宜一些；几公里长的精密无线电天线的制造和操作，十 

分大的综合光学镜系统、甚长基线干涉测量仪的建造和使用。此外，先进的空间技 

术（通讯、导航、遥感），在有效地用于全球性系统之前，必须经过空间试验加以 

不范或检验。

我们在此不提出具体工作的建议，但是赞赏到目前为止星球和空间科学的结果， 

同时认为，为了迅速实现新的空间服务，有必要大量扩大空间科技研究。

空间探索带来的利益

(A)空间探索活动尽管成就非凡，但仍然没有充分发挥其潜力，因此，仍然 

有余地可以帮助减少世界上穷国的贫穷、文盲，改善他们的公共卫生，或者提高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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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生产和粮食安全。发展中国家不但必须参与情报和技术的取得，以便进行天气预 

报、探劇新的矿物资源、进行水资源管理、改善通讯，而且也必须作出重大努力，

以期确保，经济和人力发展带来的利益能够真正満足很大数目人们的需要。

为此目的，各区域合作体制可以帮助实现这些利益，各国和国际、多国组织应 

当鼓励在适当时建立这种体制。

(B)为了确保所有国家都能够继续得到空间探索与利用活动带来的利益，为 

了保持现有的和未来的卫星系绽对国际安全与国家安全作出的贡献，必须防止空间 

武器部署方面忠性竟争。

为此目的，必须签订国际条约，目的在于禁止在外层空间、月球、所有其他天 

体置放和试验任何武器，禁止任何地方的反卫星武器的试验。尽管最终有必要签订 

国际多边签订，但不应当阻碍切个空间大国之间为此目的签订迫切耘旻的双边签订。

决定程序

为了使全世界各地的人民_能获得人力和经济发展t来的利益，必须就任务作

出选择，采取技术性方法，就可靠性、反应时间作出适当的选择。在选择任务、方 

法、缋效时，必须以短期和长期的效率作为指导。为了作出这种判断，应当重视研 

究、发展、分析工作，包括与特别任务无关的一般性工作。

传统，是一种备选的方法，但是，不应当让传统就特别任务的技术性方法作出 

定义或限制，或者就任务本身作出定义。

可再用的载人飞天器，已经证明可以用于发射卫星和轨道上的维修；它也为无 

人驾驶的发射、会合、各种轨道上的再供应、大型和小型有效载荷提供了基础。

更佳绩效的关鍵

.(a)过去1 〇年，微处理机大有逬展，速度可达每秒1千万至1 〇亿次，从而 

计算和信号处理能力正在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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⑹微处理机和微波集成技术，可应用于灵活的通信糸统，诸如相阵天线，通 

过无线电或激光网，进行有效的卫星通信和适当的空间信息中继（尤其是卫星之间 

的中继）。就象“跟踪和数据中继卫星系统”（“ TDRS ”）目前正在取代许多趣 

面站那样，逝过静止卫星的无线电中继使得低地球轨道的卫星更加便宜。“INT

ELSAT ” 空间联络网会很有用 ，例如，搜索和救援卫星信号，可由低地球轨道的 

卫星加以取得，再由同步卫星进行中继，后者的相阵天线偶而朝向“SARSAT”，同 

时要求任何存储的信号进行传输；

⑹使用电信，以便实验室内的科学家能更有效地同轨道上的实验或观测台进 

行联络；

⑹使用当地计算篾力和工具，以期提高人的餘力；

⑹改#可靠的可再佼用兑运输工具，以便利人员韌东西来往于轨道与地球之 

间，同时提供自动或遥控的轨道上再供应、修护、调整工作；

(f)培养成本利润分析、项目管挺、系统工程、设计选择能力，以期提供比直

觉性选择更加扎实的基础，其来釆用途包括远地数据通信、运载工具监测，同时保 

留对直觉性和天才性建议加以接收和审评的可能性。

⑻进行生产性1•办作，以勒作出实际决定，创造真正硬件和能力，诸如“ I — 

NTELSAT ”合作关系、加拿大为美国航天飞机提供远距离操作杆。

建议（一般性）

(a)对于某一项任务，应当作出明智的选择，以便工作人员适当地结合机器， 

应当在最佳的地点选择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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⑼必须在下列制度作岀远择：均匀的制度，大家以同样的价格得到同样的遐 

讯服务；混合的制度，少数集中的使用者花费较低，或者得到的服务比较好；另一 

种混合的制度，这种制度具有内部或外部津贴。

(C)在规划一系列任务时，必须一方面考虑到大型空间站，另一方面考虑到一 

系列小型卫星。这种分析工作必须包括无限制应用可行的技术，诸如卫星之间的& 

讯、可再使用的或可以回收的火箭和再进入运载工具、有人驾驶的或自动的混合与 

再供应等等。国际协作的利益和成本，以及规划、技术、操作阶段协作可能带来的 

净利益，也必须列入考虑。

⑹应当进行许多研究和发展工作，以期减少目前可行的空间技术的成本，同 

时为新的任务找&新的、具有竞争性的技术（例如机器人、专家系统、人工智能）。

⑹由于载人的空间飞行，人彳n可以到空间旅行，安全返回，这证明，使得这种 

空间飞行成为可能的男女、机构、操作系统，已经取得惊人的庇就。提供载人空间飞 

行能力的或参与这科飞行約国家，应当考虑到人类芮于这种空间探险作出约精神方 

面的反映。h当让作家命艺系家这些人有机会到空间去旅行，以便让那些无法亲身 

经历的群众可以体会这科探脸经验。

(f) 应当作出努力，利用最运合具体任务的有人或无人驾驶的飞行，尽量争取 

空间探索活动所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利益。

(g) 应当对卫星的有效生命期间以后的空间任务，进行分析，以便知道空间废 

物的最后命运。理想的是，废物不应当留在靠近地球的空间，不过，为了不妨碍 

其他人以后利用空间，应当尽量减少废物的数量：一个可能的规范是，保证100 

次空间作业导致的废物不会把以后的卫星的作业寿命缩短〇. 1 %以上。 如果无 

法控制废物，就必须在废物控制费用与损害所造成的费用之间求得平衡。

⑻如果由中央机构来提高卫星建造和操作系统的效率，就需要使用特别的方 

法来保证，尽可能引用新技术来减少一定服务水平下的全部成本。另一个办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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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引用技术时，必须设法避免增加那些无法控制整个系统的消费者的负担。

(i)在提供全球性通讯系统时，也应当改进当地通讯系统，以期让个人和集团 

能够保持文化多样性，维护和加强社区本体。

结论

由于人类的空间能力日益加强，天涯若毗邻的时代已经来到，地球上的所有人 

类就象一个大家庭的成员一样。由于认识到大家共用一个空间，我们今后就会更 

加和谐地生活在太.阳系内我们美丽的、但脆弱的家，也会为了我们共同的利益对地 

球的资源进行监测、利用、保护。

我们可以分享我们丰富的文化、日益增多的知识、那些提高生活条件的新技术、 

知识和積神探险带来的快乐，我们之所以能够得到所有这些，是因为我们意见一致, 

能够随心所欲提出意见。

目前，这种世界已经成为可能。如呆我们能够利用伟大的空间技术和空间操 

作来达到这个目的，我们会多么幸福，否则，人类就会在地球上消灭掉，或许就在 

下一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