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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技术上说，有一些美
中不足， 但是我们整个团队
还是备受鼓舞的。”张昌武在
发射后的媒体沟通会上说
道， 他认为，“从我们国家的
航天发射历史来看， 首发过
程中能达到这样一个结果，
已经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个进
展了”，而且火箭的一二级分
离以及二三级分离等关键节

点都圆满实现了。“应
该说这一次发射达到

了首飞所要验证
的一些关键技术

的目标。”

张昌武认为，蓝箭航天已
经掌握了做民营火箭最宝贵
的财富。“我们在这一过程中
遇到的困难、障碍，在发射过
程中有一些技术问题的出现，
这都给我们后期继续组织朱
雀·南太湖号、 朱雀二号的发
射，提供了很宝贵的经验。”

他说， 未能入轨对蓝箭
来说是一个遗憾， 但他同时
认为这不是一个根本性的问
题。 因为对蓝箭来讲，“怎么
样去验证火箭飞行过程中的
时序， 每一个系统工作的情
况，取得遥外测的参数，掌握
了火箭飞行过程中潜在的各
种问题， 这对于我们未来是
最有意义的。”

张昌武表示， 此次发射
对蓝箭下阶段的安排基本没
有影响， 只不过要花一定的
时间去把卫星飞行中的全过
程还原。 蓝箭方面将与酒泉
卫星发射中心交流出现问题

的原因， 找到分析的结
果以及后续处理的方
法。

“很遗憾，没能献上一个完美的发射”
中国首枚民营运载火箭发射的一颗小卫星未能入轨

10月27日下午4时，“朱雀·
南太湖号”（朱雀一号）运载火箭
在酒泉发射。火箭一二级分离成
功，整流罩分离成功，由于第三
级出现故障，其搭载的央视综合
频道《加油！向未来》节目定制的
微小卫星未能入轨。“朱雀·南太
湖号”的研制方，北京蓝箭空间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箭）
正组织进行技术原因分析。

对于此次民营运载火箭的
发射失利，网友表示“民营企业
需要更多经验”、“向蓝箭致敬”、

“一二级分离已经成功了一半”
等。

据了解，“朱雀·南太湖号”运
载火箭是中国航天史第一次真正
意义上的民营运载火箭发射，开
创了中国民营火箭的先河。

没能取得最终的成功有点遗
憾， 不过科技的魅力也正在于此。
当天，很多人都在给民营航天技术
加油鼓劲。

比如有网友就说，“民企造火
箭，不易啊!”还有人说，“民营企业
刚起步有困难正常， 吸取教训，继
续加油!”“无论如何， 向他们致敬!
敢闯敢干!”“向敢于吃螃蟹的人们
致敬!”“别气馁，再接再厉，大家支
持你们!”“在科技的道路上，从来就
没有平坦的大道，胜不骄败不馁，找
出问题，继续向前。”“一二级分离已
经成功了一半！”“科学研究允许失

败，不必苛求。”“继续加油，完善
不足。科研人员辛苦了。”
■来源： 澎湃新闻、环球时报

蓝箭才成立3年，
研发火箭投了1个亿

“朱雀·南太湖号” 运载火箭是
由民营火箭公司蓝箭投入1亿元人
民币经费、用时近一年自主研发。北
京蓝箭空间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5年6月，是一家针对中小型商业
航天应用市场研制液氧甲烷航天发
动机及液氧甲烷火箭的民营火箭公
司。

今年8月， 张昌武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表示，“朱雀·南太湖号”的研
制一方面可以锻炼蓝箭的队伍，另
一方面有利于将火箭的供应链条、
体系链条、能力链条全部打通。从供
应链的角度讲， 这枚固体火箭打通
的60%的供应链对蓝箭后期液体火
箭的研制同样适用。

对于这枚固体火箭的商业运
营，蓝箭技术总监康永来今年8月接
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朱雀·南太湖
号” 可以为民营小卫星提供发射服
务，“卫星公司都希望往天上扔（小
卫星），有了这款火箭以后，蓝箭帮
着这些微小卫星公司一起成长。”

根据蓝箭此前为公司设定的核
心任务节点：2018年，完成“天鹊”百
吨级液氧甲烷发动机的研制；2019
年， 将基于这款发动机的中型液氧
甲烷液体火箭“朱雀二号”生产完毕
到出厂的状态， 并争取获得发射许
可；2020年，完成发射，正式商业化。

网友留言加油鼓劲：
“别气馁，再接再厉，
大家支持你们！”

“无论结果如何，
今天都值得纪念”

有媒体报道称，酒泉发射中心
表示，“朱雀·南太湖号” 的发射能
坚持300秒以上，实现一二三级成
功分离，已经不易。

即便是蓝箭的同行竞争对手，
也对此次发射表达敬意。民营火箭
公司零壹空间CEO舒畅在朋友圈
表示，“中国商业航天事业上有特
殊意义的一天，专业团队的一次伟
大尝试， 探索永无止境 ，Never�
Give�Up！ 能把事情推进到这一
步，对干实事的团队表达敬意。”翎
客航天CEO胡振宇表示，“无论结
果如何，今天都值得纪念，中国民
营航天公司首次尝试入轨发射，给
同行打Call。”

对于央视微小卫星发射失败
是否面临赔偿问题，蓝箭相关负责
人对记者表示，有相关保险，不用
担心。

“失利是正常的，运载火箭是有难度的，要发展总要经历
一些坎坷。”

———浙江大学航空航天学院副院长、微小卫星研究中
心主任金仲和评价发射失利一事时称，此次民营火箭发射失
利，短时间内会有一些打击，长期来看没有太大影响。

10月28日上午10时，
蓝箭CEO张昌武对记者表
示，就火箭发射失利相关事
宜，上午正在和发射中心开
技术讨论会。

在距离火箭3公里外观
看发射的蓝箭技术人员向
记者描述了火箭发射时的
场景，“它在我们视野里飞
了3分钟， 当时大家都在欢
呼，不过还是要冷静下来听
指挥台说‘星箭分离 ’。但我
们一直没听到‘星箭分离 ’
或是‘飞行入轨’，测控台也
没有发布任何消息。16时8
分差不多知道它会失败，当
时以为可以用轨姿控舱段
调整卫星的最终入轨速度
和姿势来挽救一下，但因为

火箭姿态不好，后来也没有
挽救回来。”

这名技术人员表示，火
箭起飞时一二级都正常，在
视野范围内的飞行表现不
错，但飞出视野后，第三级
出现问题。 他告诉记者，“朱
雀·南太湖号”到达的最高轨
道高度有400多公里， 从起
飞到卫星释放， 全部飞行过
程达8分多钟。 如果第三级
正常运行， 工作时间将为1
分多钟。 火箭飞行速度每秒
达7.9公里才能摆脱地面飞
行引力， 但由于三级出现故
障， 火箭飞行速度达不到预
期，卫星无法入轨。他表示，
“所以还是很遗憾，没能给大
家献上一个完美的（发射）。”

蓝箭CEO：
为后期发射提供了宝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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