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鹅座飞船、太空船2号，美英私企航天器接连失事，引发外界疑虑

“天鹅”折翼：商业航天还飞得起吗
10 月 31 日，“太空船 2 号”商业载

人飞船飞行测试时在美国加利福尼亚
州莫哈韦沙漠上空爆炸，致使飞行员
一死一伤。维珍银河公司证实：“测试
过程中，‘太空船 2 号’出现严重异常
情况而爆炸。”

业内人士担心，这起事故将给太空
游项目造成不小打击，明年甚至今后几
年都可能看不到任何商业太空游项目。

这已经是民营航天在一周内的第
二次事故，格林尼治时间28日下午6时
22分，美国轨道科学公司（Orbital）研发
的“天鹅座”飞船从美国弗吉尼亚州瓦
勒普斯岛发射升空，这是该飞船首次进
行夜间发射。但在升空后 6 秒钟，该
飞船发生爆炸，火光冲天。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
方面称，飞船上装载着 2200 公斤
的物资，原计划给国际空间站的6
名宇航员提供补给。事故没有造
成人员伤亡。

这是 NASA 外包给私营企业
的“天地物流”任务首次遭遇失败。
宇航局在得克萨斯州休斯敦的控制中
心把事故称为“灾难性异常”。一些官
员说，运载火箭以及“天鹅座”飞船成
本超过 2 亿美元，这还不包括爆炸给
地面造成的损失。所幸无人伤亡，Or⁃
bital给这次发射投了保险。

今年1月9日，Orbital成功发射“天
鹅座”飞船，正式开始为国际空间站运
送物资。这是继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之后，又一家美国私营企业正
式加入为空间站运送物资的行列。

7 月 13 日，Orbital 再次成功发射
“天鹅座”太空飞船，第二次向国际空
间站运送科学实验设备、给养等物资。

Orbital 已与 NASA 签署了一份价
值19亿美元的合同，将在2016年年底
前执行至少 8 次运送任务，为国际空
间站运送约20吨的补给物资。

一周两爆震惊世界一周两爆震惊世界

维珍银河公司创始人理查德·布
兰森爵士 11 月 1 日抵达莫哈韦沙漠，
慰问那里的维珍银河公司项目团队。

这名英国亿万富翁承认，此行是
“我最艰难的一趟旅程”。

美国方面，在“天鹅座”飞船事故
发生一天后，Orbital 总裁戴维·汤普
森 10 月 29 日说，希望最快用一周左
右的时间“锁定”火箭爆炸的可能原
因。他同时透露，一年前该公司就在考
虑更换火箭使用的 AJ－26 发动机，这
一发动机由俄罗斯发动机改造而来。

一些美国专家猜测，此次事故可
能是 AJ－26 发动机故障引发的。汤
普森说，过去一段时间，AJ－26 发动
机确实给该公司“带来一些严重的技
术和供应挑战”。自 2013 年以来，该
公司已经在评估可能的替代者，最近
已挑中一款发动机供未来的“安塔瑞
斯”号火箭使用。如果是该发动机引
发故障，可能会加快更换步伐。但汤
普森警告说，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

对于事故原因，中国航天专家庞
之浩则认为，这次的火箭采用了新的
第二级，这将带来更大推力。不过，发
射失败和新采用的第二级应该没太大
关系，因为发射 6 秒就爆炸了。很有
可能是第一级出现问题。

今年5月，Orbital在对AJ－26进行
点火测试时就曾出现故障，并导致当时
的第二次空间站货运任务被推迟约一
个月。AJ－26是美方在苏联原本为登
月而研制的NK－33发动机基础上改造
的。据报道，NK－33发动机性能优越，
但美方在没有俄方专家参与的情况下
进行的改造可能降低了其可靠性。

汤普森还说，原本计划明年4月执
行的下一次空间站送货任务，现在估
计至少将向后推迟3个月左右，最坏情
况下他希望推迟不要超过一年时间。

两家公司紧急善后两家公司紧急善后

跟其他国家不同，美国航天
商业化计划已起步数年。NASA
局长博尔登近日表示，“把地球低
轨道运输任务交给私营企业后，
NASA 专 注 于 更 具 雄 心 的 任 务
——把人类送上火星”。

另一个背景在于，2011 年美
国航天飞机全部退役后，导致美
国必须依靠俄罗斯载人飞船才能
够将宇航员送入太空，每张船票
据悉高达7000万美元。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最近
几年，美国政府大力支持私营企
业发展向地球低轨道运送物资的
能力。早在美国航天飞机编队

2011 年退役前，总统贝拉克·
奥巴马就看好这一
商 业 化 前 景 ，敦 促
NASA 少关注近地轨

道载人项目，而在小行星、火星等
深空探索上多用心。

进入 21 世纪，SpaceX 和 Or⁃
bital 相继诞生，成为日后 NASA 向
国 际 空 间 站 运 货 的 主 要 力 量 。
2008 年 9 月，SpaceX 经过三次失
败后终于将“猎鹰 1”号送入太空，
成为首个成功发射运载火箭的私
企，标志着航天商业化取得重大
进展。

今年 9 月，波音和 SpaceX 分
别获得了美国政府提供的总价 68
亿美元的载人航天合同大单，标
志着美国载人航天进入商业时
代。

新华社驻华盛顿记者林小春
介绍，NASA 从 2006 年就开始实
施商业化载人和送货项目，当时
一个愿景是，如同找快递公司送

货一样，能够向私营企业订购给
国际空间站送货的服务。

专家介绍说，类似向国际空
间站“发快递”这样的任务，美国
的技术和经验相当成熟。把这些
任务进行商业化运作，外包给私
企，既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任务
成本，减轻 NASA 负担，使其能集
中更多的资源重点推进深空探测
项目，也有助于带动一批有实力
的航天企业。

对于私企来说，巨大的利润
吸引他们入驻。据悉，美国政府
分别与 SpaceX 和 Orbital 签订了
16 亿美元和 19 亿美元的合同，
SpaceX 正在准备“龙”飞船的第四
次发射，Orbital 必须在 2016 年底
前分八次向空间站送去约 20 吨
物资。

“送货”外包本属双赢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民
营航天并非今日才有。美国作为
太空探索领域的领军国家，完成
了人类的首次登月，主导了国际
空间建设。但在这些成就背后，
NASA 最多只能算做“最佳导演”，
美国的众多商业公司才是这场航
天大秀中的主要演员，正是这些

“民企”的百花齐放，才奠定了今
天美国在太空探索领域的地位。

NASA 本身从未涉及过火箭
或飞船制造领域，而是交由波音
公司和洛克西德马丁公司之类的
私营承包商来负责实际设计和建
造工作。SpaceX 与之前的区别，

在于资金使用方式大不同。按照
以往惯例，NASA 招标项目时，一
般采用“成本加成”合同，在该方
式下，NASA 所承诺的支付包括火
箭的建造费用（即“成本”）以及其
所保证的利润（即“加成”），也就
是 所 谓“ 旱 涝 保 收 型 ”。 而 以
SpaceX 为代表的新型合作模式，
则是基于固定成本法获得收入，
即 NASA 在招标后支付这些公司
一笔固定资金，如果研制成本超
支，则由投标公司自己承担。当
然，在承担风险的同时，这些企业
在航天领域的研究和投入也能获
得巨大的回报。波音公司致力于

将为 NASA 开发 X 系列实验航天
飞机时研发的机翼技术商业化。
混合翼技术就是其中之一，该计
划作为航天试验投入的研发费用
约4100万美元。之后波音公司将
该技术用于波音民用客机，根据
NASA 的 2010 年度报告，仅通过
改造机翼这一措施，在全球范围
内就节省了 20 亿加仑的航空燃
油，相当于省下 40 亿美元。更低
的能耗和成本，使得波音公司在
竞争具有了更大的优势。而其它
参与航天计划的商业公司，也都
成为了所在行业的领军企业。

美国宣布航天飞船正式退役

时，曾引发人们的不少感慨。但
是，当时就有专家向记者表示，航
天飞机谢幕，表面上看似乎是美
国航天史上的一次挫折，但从航
天产业的角度看，这几乎就是一
次“输血”式发展到“造血”式发展
的航天产业大跨越，对未来人类
对宇宙的探索，将会产生不可估
量的影响。这让更多优秀的航天
人才和技术，加速流向美国已经
基本成熟的航天产业。而随着近
年来私人投资的载人飞船相继问
世，美国在航天产业民间化、商业
化的竞争中，又一次居于垄断和
领先的位置。

民营航天美国领先民营航天美国领先

美国轨道科学公司10月28日的
一次货运飞船发射任务以火箭刚一
升空便发生爆炸告终。这团火球不
但烧毁了昂贵的设备，也使美国航天
局力推的航天运输私营化进程遭遇
尴尬。对于技术密集型的航天工业
来说，商业化虽不失为一种选择，但
要真正走上这条道路仍需时日。

这次发生事故的是美国轨道科
学公司的“安塔瑞斯”号运载火箭，
上面搭载的“天鹅座”飞船原计划要
向国际空间站运送货物。这家公司
是为数不多获得美国航天局认可的
航天运输承包商，此前已执行过两
次相关发射任务。

对急于摆脱“俄罗斯依赖症”的
美国航天局来说，这次失败无疑会引
来对航天运输私营化过快的担忧。

自 2011 年美国航天飞机全部
退役后，美国这个航天强国向国际
空间站运送人员就不得不依靠俄罗
斯的载人飞船。对此，美国航天局
给出的解决方案就是商业化，让私
营公司来发展相关运输载具，并实
施发射任务。

如今，轨道科学公司和另一家
美国私企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已分别
与航天局签署合同，率先开展无人
运输任务，今后还将承担载人运输
任务。

此次事故当然不会否定商业航
天的发展方向。在航天局推动下，
以往只有波音、洛克希德－马丁等
大公司才能参与的重大航天项目，
现在已开放给更有活力但规模小得
多的企业，这不但能让美国更快地
恢复独立航天运输能力，也有助于
未来将发射任务成本进一步降低。

但从全球看，航天工业大都依然
得到各国政府的有力扶持，这是其工
业特点，也是航天发射的高技术、高
投入和高风险性所决定的。私营企
业虽然在成本控制、运作灵活等方面
更具优势，但在技术底蕴、人才汇聚、
基础设施运用统筹等方面仍有欠缺，
这或许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其承担
运载宇航员升空等任务的可靠性。

从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到现在
的大型国际空间站，航天工业一直
是各国凝聚各类尖端技术的领域。
对一个国家来说，它的价值目前还
不能完全用市场标准去衡量，如何
安全地完成每一次发射任务并获取
更多前沿领域的科研经验，或许才
是当前的重点。 （据新华社）

航天仍是
尖端挑战

听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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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31 日，英国维珍银

河公司的“太空船 2 号”
载人飞船在测试期间爆炸。

就在 3 天前，美国轨道科学公
司的“天鹅座”飞船发射不久爆
炸。媒体分析，虽然事故重

创商业航天，但失败是成
功之母，业内人士仍

需“向前看”。

Orbital首 次遭遇发
射失败，可能 令 业 界 再
度怀疑私企 是否有能力
达 到 航 天 发射的严格
质 量 要 求 。 SpaceX
定于今年 12 月 从 佛 罗
里 达 州 卡 纳 维 拉 尔
角 空 军 基 地 再 次 发

射“龙”飞船，届
时可能受到更

多关注。
美联社评论说，这起事故势必

引发外界对 NASA 在航天飞机时
代结束后日益依赖私营企业的批
评。分析人士认为，此次“天鹅座”
飞船在空中折翼，可能至少在一段
时期内激起人们对商业太空项目
安全性的怀疑情绪。这次发射失
败是否会对美国私营公司的载人
太空项目造成影响，尚需观察。

总部位于美国科罗
拉多州莱克伍德的先

锋航天公司总裁罗
伯 特·祖 布 林 表

示，奥巴马成为美国总统
后，在 2010 年废除了布什政府时
期重返月球的“星座计划”，并提出
在本世纪20和30年代派遣航天员
登陆小行星和火星的新太空计
划。不过，美国航天界对小行星和

火星登陆项目的可行性始终存在
争议，不排除一旦民主党政府在
2016 年的大选中下台，新政府或
再次推翻奥巴马太空计划的可能
性。

不过，也有航天专家认为，航
天本身就是高风险事业，一个细
小的差错都可能造成严重后果，
每次航天发射活动都有一定的事
故率，这一比例在 10％左右都比
较正常。28 日这次发射事故就其
本身而言并不是特别严重。

NASA 外包发射任务之初就
遭遇过失败。2006 年 9 月 25 日，
由美国“无限可能”宇航公司研制
的一枚小型低成本运载火箭在新
墨西哥州发射失败。同年 3 月，
SpaceX 从夏威夷州发射低成本运
载火箭，火箭凌空爆炸。

对于“天鹅座”折翼，NASA 副

局长发表声明称，虽然对发射失
败感到很失望，但失败阻挡不了
进一步利用私企向空间站运送货
物。

乔治·华盛顿大学太空探索政
策专家约翰·洛格德逊认为，这次
火箭爆炸不太可能给美国宇航局
的商业航天项目带来重大挫折，只
是，可能让Orbital的业务停顿一阵
子，因为这家企业只有一座发射
台，而火箭就在发射6秒后爆炸。

按照洛格德逊的说法，私企
要搞“天地物流”，发射台只有一
座可不行。另外，这次事故会让
国际空间站的物流链在一段时间
内承受一定压力。不过，宇航局
高级官员威廉·格斯登美尔说，空
间站储备充足，爆炸没有造成“绝
对关键”的货物损失。

（据新华社、央视）

影响几何尚待观察

搭载“天鹅座”的火箭在美国东海岸上空
爆炸的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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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访国际空间站的首艘商业飞船
——“龙”飞船通过机械臂与国际空间
站连接。

在“太空船2号”坠毁地点，两名警察走过。

搭载“天鹅座”飞船的火箭爆炸时的画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