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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一小时环游全球不是梦？
我国亚轨道运输新技术正式立项

太空旅游，离我们越来越近

了？9月15日，中国运载火箭技术

研究院(以下简称“火箭院”)发

布消息称，近日，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员会发布了《关于2022年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集中接收项

目评审结果的通告》，由该院牵

头申报的“亚轨道远程空天运输

系统总体设计与控制技术”项目

通过评审，正式获得立项支撑，

意味着我国开展天地往返运输

系统基础性研究迈出重要一步。

记者 于梅君

随着太空技术的发
展，太空旅游逐渐从科
学幻想变为现实。

火箭院长征八号运
载火箭总设计师宋征宇
介绍，近年来，远程极速
运输成为航天领域研究
新热点，美国S p a c eX公
司投入数十亿经费研制

“超重-星舰”运载器，并
研究利用其提供 1小时
全球极速运输服务，计
划2 0 2 8年实现商业化运
营。德国和意大利等主
要航天国家也正开展相
关研究，计划2030年后投
入运营。

什么是“亚轨道飞
行”？据中国航天科技集
团公司一院专家张涛介
绍，亚轨道一般是指距地
面20公里—100公里的空
域，处于现有飞机的最高
飞行高度和卫星的最低
轨道高度之间，也称为空
天过渡区。

一般来说，亚轨道飞
行最高点必须高于卡门
线，即海拔100公里的大气
层上界面。而300公里以上

飞行即轨道飞行，国际空间
站运行轨道在400公里左右。

张涛表示，虽然亚轨道飞行
仍会受地球引力影响，但在一定
时间内(失去空气阻力时)，可以体
验到失重的感觉。

亚轨道飞行与轨道飞行的最
大区别在于，亚轨道飞行不能环
绕地球一周，因为达不到环绕地
球所必须的第一宇宙速度，所以
飞行器在到达最高点 (远地点 )之
后，高度就会一直下降，并且在绕
回发射点之前就会落地。

亚轨道空天运输系统，包括
一个运载器和一个轨道器，运载
器可以飞到离地面高度1 0 0公里
的大气层边缘，将所搭载的轨道
器送入大气层后返回，而轨道器
则利用超微阻力和在大气层内升
力起飞以及滑翔降落的便利，实
现远程极速运输，具有跨空天多
域、宽速域、航程远、运载能力大、
重复使用次数多、升力起飞、滑翔
着陆等任务特点。

张涛表示，亚轨道空天运输
系统投入应用后，将具有小时级
洲际到达能力，催生1小时全球极
速运输、大众化太空旅游等新兴
产业，有望实现航班化的天地往
返运输。

未来，亚轨道可重复使用飞
行器必将迎来蓬勃发展。

中国何时可以实现亚轨道旅行？
“长征十一号”首任总指挥、中国科学
院力学研究所空天飞行科技中心主
任杨毅强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太空
旅游可分三步走，第一步是亚轨道旅
行，目前相关技术较为成熟，可以解
决火箭故障逃逸、生命保障等问题，
并且大部分普通人的身体状况也可
以适应；第二步是建立民用空间站，
也可称之为“太空旅馆”，人类进入轨
道后，可在太空驻留7天甚至更长时
间；第三步是去月球旅游，在月球开
展各类科研活动等。

就太空旅行来说，第一种是进入
空间站，这对游客的身体、心理素质
等有严格要求；第二种是以维珍银河

“白色骑士”为代表，通过双机身航空
运载飞机，将游客带入太空，但该模
式舒适感和安全性较差；第三种就是
目前技术较为成熟的亚轨道旅行，适
合大部分人群。

杨毅强介绍，2015年是中国航天
商业化元年，2021年的一份报告显示，
中国商业航天的注册企业已逾370家。
随着商业模式的完善，2025年，中国有
望开始亚轨道旅行，票价约200万到
300万元人民币。最迟到2027年，中国
商业航天的“春天”便会到来。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年1月发布
的《2021中国的航天》白皮书也提到，
未来5年，中国航天将“培育发展太空

旅游、太空生物制药、空间碎片清除、空间试验
服务等太空经济新业态，提升航天产业规模效
益”。有关专家乐观预计，或许用不了多久，中
国人就有望实现太空旅游。

如今，全球多家商业
航天公司都在亚轨道运输
上持续发力，例如马斯克
的“星舰”和贝索斯的“蓝
色起源”等。北京时间2021
年7月20日21点13分，全球
首富贝索斯和另外3名乘
客，搭乘蓝色起源公司的

“新谢泼德”亚轨道火箭，
从美国得克萨斯州发射升
空，飞行高度超过了100公
里。约10分钟后，安全返回
地面。

其实，这并非唯一的
亚轨道载人飞行。就在当
年7月11日，英国维珍银河
公司老板布兰森搭乘该公
司亚轨道航空航天飞机，
在太空边缘体验了一把失
重的感觉。

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
席科学传播专家庞之浩认
为，这两次飞行是一个重
要开端，拉开了亚轨道商
业太空旅游新时代的序
幕。庞之浩说，虽然两家公
司均处于试飞阶段，但只
要后续试飞顺利，可能用
不了多久，就会正式推出
太空旅游业务。如今，维珍

银河已拥有至少5架太空船2号亚轨
道空天飞机、2架白色骑士2号航空
运载飞机。

中国的航天事业虽然起步较
晚，但从未放弃追赶。目前我国正在
研制可重复使用的亚轨道运载器，
以满足未来“快速、可靠、廉价”的可
重复使用航天运输需求，实现航班
化运输能力。

2021年7月16日，中国航天科技
集团有限公司宣布，由中国运载火
箭技术研究院研制的亚轨道重复使
用演示验证项目运载器首飞成功。
2022年8月26日，还进行了升力式亚
轨道运载器重复使用飞行试验，成
功实现我国亚轨道运载器的首次重
复使用飞行。

航天技术专家黄志澄表示，这
两项试验，为我国重复使用天地往
返航天运输技术发展奠定坚实基
础，有力推动了我国航天运输技术
由一次性使用向重复使用的跨越式
发展。

黄志澄介绍，作为高超音速
飞行器的一种，我国的远程空天
运输系统实现的途径比较多，既
有依靠火箭发动机实现的形式，
也有依靠火箭发动机和超燃冲压
发动机等组合式发动机实现的形
式，“应该说我国的远程空天运输
系统，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
鸣’的发展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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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义上，太空旅游可分为失重
旅游、高空旅游、亚轨道旅游、轨道
旅游以及太空行走旅游、太空旅馆
旅游等多种形式。”全国空间探测技
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之浩介绍，
未来还可能发展绕月旅游、落月旅
游和火星旅游。

“失重旅游是飞机进行抛物线
动作，让乘客体验短暂的失重感
觉。”庞之浩介绍，一次飞行大约能
进行10—20个抛物线动作，每次抛
物线动作，能让乘客体验约30秒的
失重感觉，每次费用是5000美元。宇
航员在进行训练时，为了体验失重，
通常也是采用这种方法。

亚轨道飞行旅游，就是用旅游
飞船把游客送到100千米高的太空
边缘后，马上返回地面，即游客乘坐
飞船做近似于直上直下的抛物线飞
行。采用这种飞行方式，可使游客既
能感受几分钟的失重，也可目视长
达数千公里的地球弧线表面，欣赏
美丽地球。

“亚轨道旅游能够进入太空但
不进入近地轨道，是一种近似‘直上
直下’的飞行体验，营造失重场景的
时间更长一些。”庞之浩表示，未来
随着航天技术的发展，落月旅行和
火星旅行也可能实现。

庞之浩指出，太空旅游推广普
及的关键点有三个：一是降低成本，二是保证
安全，三是获得享受。“游客上太空前还要经
过必要训练。”庞之浩介绍，对于亚轨道旅游，
因为时间较短，从起飞到降落大约只需2 . 5小
时，因此游客仅需经过几天训练就能满足条
件。轨道旅游则不同，游客要在太空中长时间
生活，必须掌握在太空中吃、喝、睡等生活技
能，这些都需要专业化训练。

今年7月，广州中科宇航探索技术有限公
司与中国旅游集团旅行服务有限公司，签署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携手打造太空旅
游等太空经济新业态，促进国家航天文旅产
业高质量发展。

中科宇航董事长、总裁杨毅强表示，该公
司计划于2023年进行无人亚轨道验证飞行，
飞行成熟后，将开始提供亚轨道载人旅游服
务，目前生命保障系统在国内已非常成熟。

庞之浩指出，太空旅游既能带来一定的
商业利益，也能带动航天医学等科技进步，还
能满足更多人探索太空的愿望。同时，太空旅
游本身，就是航天技术逐步成熟的表现。

中国空间科学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院
国家空间科学中心研究员吴季表示，如果未
来几次商业载人任务尝试获得成功，安全性
得到一定验证后，预计市场很快就会迎来大
规模的太空旅游项目。

未来，当每个人都有机会进行太空旅
行，浩渺无垠的宇宙尽收眼底，你会发现，
人类如此渺小，我们赖以生存的蓝色星球
格外美丽而脆弱。“你会收获一种更大的格
局，这一意义远远大于太空旅游本身。”吴
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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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亚轨道远程空天运输系统演示图。

图片来源：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

英国维珍银河公司去年7月11日发布的图片显示，“团结”号太空船发射

升空后，乘客处于失重状态。（资料片） 新华社发

第一种

进入空间站，这对游客的身
体、心理素质等有严格要求

第二种

以维珍银河“白
色骑士”为代表
的通过双机身航
空运载飞机，将
游客带入太空

第三种
目前技术较为成熟
的亚轨道旅行，适
合大部分人群

2025年
中国有望开始亚
轨道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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