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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星”制宜新模式

2021 年初，中国科学院“力箭

一号”运载火箭首飞工程立项，基

于“共担风险、科学优先”的原则，

空间新技术试验卫星获得了一个被

搭载上天的机会。

卫星创新院副院长张永合介绍，

“创新 X”意味着创新交叉、创新

无极限，从项目遴选、构型设计到

人员配置，创新体现在每一个环节。

这是一种全新的“众筹”模式，由

各参与方自主投入，多个不同类型

的载荷“凑”在一颗卫星上进入太空，

以获得太空科学实验和技术验证的

机会。 

经 过 遴 选， 最 终 确 定 搭 载 涉

及天文、量子、遥感、在轨制造等

不同领域的二十来个新型载荷，如

46.5nm 极紫外太阳成像仪、龙虾眼

X 射线望远镜等。“我们遴选的新

载荷、新技术产品，大部分都是在

航天领域就差‘临门一脚’的基础

研究和新技术。”张永合说，它突

破了原有的专星专用模式，通过众

筹式、航班式的空间科学与新技术

试验的新范式顺应了创新需求。

由卫星创新院研究员张晓峰担

任总师的卫星研制团队随之组建，

团队骨干力量多是“85 后”“90 后”，

人数最多的时候也不到 20 人，其中

有一半成员是第一次独立承担项目。

为了确保项目顺利推进，团队采用

“双责任制”，每个分系统由一位

有经验的“师父”负责技术和质量

的把关，再由年轻的“徒弟”主导

方案设计和项目推进。 

刘瑞和李天童是非常有代表性

的一个组合，两人同属于结构分系

统，分别担任主任设计师和主管设

计师。刘瑞将这项工作形容为“命

题作文”，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

将所有载荷都摆放在 1 立方米的空

间里。两人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反

复尝试和调整，设计了上百个放置

载荷的版本。设计过程中，有一台

全铝自由曲面相机，始终找不到合

适的位置。有一天他们突发奇想，

把相机通过支架挂在了卫星的侧

面，发现能够很好地解决散热面的

问题，同时把宝贵的顶部空间释放

出来。 

毫无疑问，在一年时间内将如

此数量繁多、类型迥异的新型载荷

“凑”在一颗卫星上发上天，这给

卫星研制团队带来了不小的挑战。

在追求高可靠性的航天人眼里，“创

新”意味着更多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面对“新”团队、“新”模式、短周期，

卫星团队探索出了一条适合自己的

路线。在卫星平台设计及研制上，

与以往卫星不同，需要适应各种各

样载荷的机械接口、电接口及观测

需求，因此“创新 X”被设计成了

一个面向载荷动态集成的通用化的

平台，不仅接口丰富，还具备高精

度对日观测、对地观测、惯性定向

等多种观测模式。此外，卫星还进

行了快速迭代、测试流程优化等技

术管理创新，实现了 1 年的短周期

快速研制。

把 5 年压缩到一年半 

空间新技术试验卫星的重量为 

600 多公斤，研制这种体量的卫星一

般需要 3 到 5 年的时间。然而，“力

箭一号”运载火箭原计划于 2021 年

底发射，这意味着从项目立项到发

射，团队只有不到 1 年时间，最后

也仅放宽了半年。 

这是一个由卫星创新院自筹经

费的项目，时间紧、任务重、经费

紧张、人员有限。为了节省时间以

及降低成本，张永合一开始就定下

了“一步正样”的计划，即从设计、

生产测试、试验，到最后飞上太空

的，都是同一颗卫星。此外，团队

进行了很多大胆的尝试：把原来型

号剩下的鉴定件进行评估后再利用、

复制已有的设计方案和接口、借用

其他团队的星载计算机提前做测试

和准备…… 

卫星研制团队还需要协调所有

载荷单位的进度。每一个载荷至少

对应着一家单位，而其中很多都是

航天领域的“新兵”。为了同载荷

单位保持密切沟通，团队提前制定

了相关规范、验证要求并作了格式

约定，下发给各单位，同时开展了

多次线上辅导，帮助解决相关工程

问题。 

与此同时，载荷的数量也在反

载荷
在航空航天领域，航天器携带的科学实验设
备被称为载荷。它对飞行器的设计和性能有
重要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