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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一周

一小时全球“闪送”

世界上最快的快递能有多快？

一小时全球抵达。

有可能实现这种超级“闪送”的，是航空航天最尖端技

术——亚轨道空天运输。

9 月 15 日，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发布消息，火箭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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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利通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评审，正式获得立

项支持。这意味着，亚轨道远程空天运输系统将作为国家重

要项目进入研究发展阶段。

一位航天技术专家在接受采访时说，在以美国 SpaceX 公

司“星舰”为代表的远程极速运输系统发展背景下，这个项

目获得立项支持意义重大，是我国开展天地往返运输系统基

础性研究的重要一步。 

亚轨道远程空天运输，一个稍显陌生的名字，蕴含的可

能是一次划时代变革。

根据地球特性，第一宇宙速度为每秒 7.9 公里，达到这

个速度以上物体将沿着一条固定的轨道绕着地球运行而不落

到地面，因此地球上点到点能实现的最高速度，略低于每秒

7.9 公里，运行空间是低于绕地轨道的亚轨道。亚轨道距地面

20 ～ 100 公里，位于飞机最高飞行高度和卫星最低轨道高度

之间，这里空气阻力极小又相对靠近地表，不属于航空或航

天范畴，又兼顾了航空与航天优势。20 世纪中期，冯·布劳

恩和钱学森提出了重复使用天地往返运输系统的概念，也就

是亚轨道飞行器。它既可以快速、方便地运送有效载荷，也

可以较长时间在轨停留和在轨机动，综合并发展了火箭、飞船、

载人飞行器和飞机的特点，被认为是最先进的空间运载器。

亚轨道安全性相对较高，绝大多数作战飞机和地空导弹都无

法达到这一高度，同时又能够比卫星提供更多、更完备的信息，

应用成本也比卫星和高空侦察机便宜。

亚轨道飞行器的特色优势，引来了各国关注，包括埃隆·马

斯克和美国空军。马斯克 SpaceX 公司的“星舰”运载器投入

了数十亿美元经费，试图通过亚轨道飞行实现一小时全球极

速抵达，但“星舰”原型机 SN8 发射 6 分钟后就解体坠毁，

SN9、SN10 和 SN11 的高空测试飞行均以爆炸告终，直到去

年 5 月的 SN15 才首次成功发射着陆，但此后的发射又屡屡

被推迟。上世纪 90 年代美国军方率先提出“一小时抵达全球”

设想，但试验屡战屡败。两年前五角大楼宣布与马斯克合作，

利用“星舰”探索亚轨道飞行器可能性，舆论普遍认为美军

实质是想打造极速空天轰炸机。

实现亚轨道飞行的方式有多种。火箭院发布立项支持消

息时配的示意图上，亚轨道飞行器飞到 100 公里高度大气层

边缘，释放搭载航天器后返回，航天器利用亚轨道超微阻力

和大气层内滑翔实现远程极速运输。据专家介绍，我国远程

空天运输实现途径很多，既有依靠火箭发动机的形式，也有

火箭发动机和超燃冲压发动机等组合形式，这些探索对于我

国航天技术的革新和人类交通模式的变革具有重大意义。

一些新闻当中，有许多新闻。

7 月 17 日，国防科工局在视频账号“中国军工”上发布

了文字消息：我国亚轨道重复使用运载器首飞取得圆满成功。

该任务属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项目。“中国军工”在解

释没有视频只有文字时“凡尔赛”地表示：过于先进，不便展示。

8 月 26 日，中国运载火箭研究院研制的亚轨道运载器首

次重复使用飞行试验获得圆满成功。运载器经健康检测维护

后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再次点火垂直起飞，完成亚轨道飞行

后平稳水平着陆于阿拉善右旗机场。

特别有意思的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亚轨道远程空天

运输系统总体设计与控制技术”立项时，虽然是运载火箭研

究院项目，但立项是在工程与材料科学部交通与工程学科中，

这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交通与工程学科，首个立项的航天重

点项目。相关解读说，要推动未来航天科技与交通融合发展

和产业变革。

汽车对马车提升了 10 倍速度，飞机对汽车提升了 10 倍

速度，亚轨道空天运输对飞机则提升了 20 倍速度。它们带来

的，都将是革命性变化。

亚轨道远程空天极速运输，一小时全球“闪送”，它的

应用以及未来尽可想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