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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箭也能火箭也能““穿衣自由穿衣自由””
——专访“引力一号”火箭两位贵州籍副总师

从两位设计师选择进入东方空间可
以看出，商业航天不仅是在目前非常火
爆，在未来也前景可期。

张涛介绍，从2014年起，我国就开
放民间资本搞火箭、造卫星；2015年，
《国家民用空间基础设施中长期发展规划
（2015-2025年）》出台，明确鼓励民营
企业发展商业航天。以翎客、蓝箭、零
壹为代表的中国第一批民营商业火箭公
司开始创立，中国民营商业航天得到快
速发展。

2023年，5家中国民营火箭公司先
后成功向近地球轨道发射13发火箭，同
时，多个卫星公司也开始走向商业化闭
环。比如，东方空间于2020年成立，经
过三年时间，于今年1月11日在山东海阳
以海上发射方式完成了世界最大的固体
运载火箭首飞，创造了很多纪录，除了
是全球最大固体运载火箭，也是国内最
大的民商火箭。

“目前，国家对商业航天的支持力度
是很大的，我们商业航天公司也围绕自
身发展需求，成立了聚集产业基地。我
们也在积极参与国际商业航天市场竞
争，目前在一些技术领域上已有突破和
创新，包括我们现在可重复回收利用火
箭技术。”赵也倪说。

同时他还表示，目前我国的商业航
天在发射能力上与SpaceX这样的商业航
天巨头还有差距，还是处于追赶阶段，
能够加入到商业航天的人才还比较少，
整个技术迭代的效率较慢，需要引进和
扩展整个商业航天产业链，加强互联网
和高端制造人才培养和引进，让商业航
天人才的聚集效应体现出来。

那么，商业航天的发展与普通人有
哪些联系呢？

赵也倪给出了回答：“从我们普通民
众的角度来说，对于传统的通讯，包括
5G技术等，主要依靠地面基站进行通讯

网络联系，如果通过商业航天低轨卫星
互联网，就能够构建起一个天地互补、
全球无缝覆盖的网络环境。”

“更重要的是，商业航天将瞄准下一
代物联网应用，要构建一个万物互联的
更智能的世界，商业航天还会催生一些
新型的通讯服务类型，包括我们通过手
机直连卫星，获得高清的卫星电视、远
程教育、医疗咨询等，在一些洪灾、地
震等地质灾害面前，能够快速实现即时
通讯。”赵也倪介绍，商业航天是一个综
合性的高技术系统工程，可以带动整个
产业链，推动技术创新，还可以增强科
技人才的培养，衍生出更多的产业。

相比起建造火箭遇到的困难，看到
自己的工作成果带着梦想能够在太空中
飞行，给两位设计师带来了很高的满足
感和成就感。“对于航天工作者来说，把
探索宇宙的梦想带到工作中，是一种快
乐和激励。”

软件系统副总师赵也倪：就大学专
业而言，还是希望同学们能从事一些和
实际联系比较紧密的理工科专业，以自
己为例，大学时选择了自动化专业，这
个专业需要学习大量的工程学科，包括
机械、电子、控制原理、软件等，通过
多学科知识融合，对于未来在工作中进
行跨领域融合及设计非常有帮助。

同时，同学们也不用担心AI能够替
代工作，AI目前能替代的还是一些重复
性的工作，大部分程序员实际上是难以
替代的，因为写程序更多的是需要创意
和灵感，而不仅仅是简单地复制粘贴。
从事实上来说，现在的AI主要也是程序
员或者是数学背景比较深厚的人在进行
推动。所以说从程序员的角度看，学编
程还是非常有前景的，不用担心AI能够
把人工给替换掉的。

火箭也能实现“穿衣自由”！
近日，一条“‘量体裁衣’让

火箭实现‘穿衣’自由”短视频在
网络平台上得到大量网民关注和点
赞。“定制”的火箭新“外衣”，看
起来酷似羽绒服，既可以保温、透
波、防静电，还可以防风、防雨、
防盐雾，更可以远程操控，性价比
还很高。发明这件火箭新“外衣”
的奇思妙想竟然来自游乐场的充气
城堡和气膜体育馆！创意，正在为
科技带来新惊喜。

今年，东方空间技术 （山东）
有限公司自主研制的“引力一号”
（遥一）海澜之家号运载火箭由太原
卫星发射中心在海阳附近海域发射
升空，将云遥一号18-20星共3颗
卫星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
取得圆满成功。“火箭外衣”也是首
次应用在“引力一号”上，作为本
年度首发商用火箭，引起了巨大关
注。

值得骄傲的是，“引力一号”火
箭总体副总师张涛和软件系统副总
师赵也倪都来自贵州。他们通过
“知识改变命运”，成为如今商业航
天事业的主干力量，在航天事业的
道路上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
让我国的商业航天事业，向前迈进。

此次，他们不仅为读者带来商
业航天方面的科普信息，还结合自
身成长经历对想从事商业航天领域
工作的学生给予了建议。

张涛出生于贵州仁怀市的一个农
村，与大多数中国父母一样，从小父母
就教育他要“靠自己”，独立自强。而张
涛也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知识改变
命运。

之后他认真学习，顺利考入遵义四
中，进入高中后，张涛的成绩也非常优
异，因为理工科底子非常好，他还参加
各类物理竞赛，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能够走到现在，上学时的老师们对
我的影响非常大，我的启蒙老师是小学
数学张宗先老师和初中数学母应林老
师，他们让我对理工科萌发了兴趣，也
是在他们的影响下建立了逻辑思维和系
统思维。”谈到怎样培养系统思维时张涛
说，得益于各成长阶段好老师的谆谆教
导，让他的系统工程思维框架逐步形
成，能够胜任目前的工作。

而张涛最想感激的教师是他的高中
物理老师郑显惠，高中时候的张涛遇到
了很多学业问题和生活问题，正是因为
老师郑显惠对他的关爱和帮助，在物理
竞赛最困难的时候力挺他，让张涛心无
旁骛地继续努力学习，进一步巩固了理
工科基础，最后进入了理想的学校——
南开大学。

受数学大师陈省身的影响，张涛选
择南开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在各种数
学的氛围里耳濡目染，他选择了信息
与计算专业。由于刻苦学习，让他有
了很好的数学和信息计算科学基础。
2010 年，为了进一步学习通信工程技
术和加强工程实践能力，张涛又考入
清华大学电子系研究生，继续锤炼通
信技术本领，其间他还赴高通和普天
进行了实习。

2013年硕士毕业后，张涛进入了航
天科技一院，在航天系统工程中不断成
长，经历了重大型号任务的锻炼，完成
了多个重要前沿项目的研究，成为了专
业副主任设计师。2023年，受SpaceX
等商业航天公司发展的影响，他选择来
到东方空间担任火箭总体设计师，希望
通过不断的技术迭代，为我国商业航天
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与张涛不同的是，软件系统副总师
赵也倪是贵航集团子弟，从小就受航空
航天的熏陶。用他的话讲，从小到大在
学习和生活中波澜不惊，没有较大的挫
折，也没有较大的成就。改变他的主要
是在大学阶段。

赵也倪本科和研究生都就读于哈尔

滨工业大学，在大学里，他由被动接受
知识开始转变为主动接受知识，自己主
动去进行信息、知识的发掘，并进行了
大量的实践巩固知识，这个阶段对他的
影响很大。

2013年，赵也倪毕业后进入了航天
三院三部综合电子信息中心，共担任2
型飞行控制软件副主任设计师，参与并
牵引了其他2型陆基和空基型号飞行控
制软件设计工作。后来又担任北京星际
荣耀空间科技有限公司软件系统副总
师，成功研制双曲线-1号火箭，实现了
中国民营运载火箭成功入轨零的突破。
来到东方空间后，他担任公司软件技术
总监及“引力一号”、“引力二号”软件
副总师，全面负责公司软件设计与开发
工作，成功研制世界最大固体运载火箭
引力1号。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与张涛相同
的是，赵也倪如今的成就也与启发他的
老师有关。在贵阳一中就读时，班主任
曾强老师为人和善，教育思想和理念站
位高，反对死记硬背，鼓励学生身心全
面发展，对每一位同学都进行过交心交
流，提出学习和生活中的问题，这为赵
也倪的创新思维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本报记者 杨凯 实习生 漆俳佑 刁奕文

报考航空航天专业
他们这样建议

由于商业航天的火爆，很多学生都
对商业航天充满了兴趣，但喜欢并不代
表适合自己，同时也对未来AI代替人工
充满担忧。对此，两位设计师给准备填
报航空航天相关专业的学生提供了建
议。

总体副总师张涛：传统的航天人要
有“严、慎、细、实”的品质。航天事
业毕竟是一个高风险行业，尤其是火箭
发射，所以需要踏实细致的性格和有大
局观的人来进行技术设计。从专业的角
度看，飞行器设计、力学、数学、机
械、电子通信、软件设计等很多专业都
能在商业航天事业中找到自己的岗位。
同时，随着航天技术的进步，电子信息
类专业人才在商业航天领域的需求也日
益增加。这类人才可能涉及通信、导
航、遥感等领域的技术研发和应用，对
于提升商业航天技术水平和市场竞争力
具有重要意义。这些学科要有很扎实的
基础，还要培养总体思维，比如说我是
做火箭总体设计，就要考虑方方面面协
调，需要大局观，这对整体的逻辑思维
要求比较高。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我觉得这是非
常关键的。另外，需要有更多的耐心和
毅力，航天的项目一般都比较长，像我
们做“引力一号”做了三年，这对其他
行业来说，周期是非常长，所以需要更
多的耐心和毅力。

“引力一号”上船运送到发射地点。

商业航天未来可期

身着柔性充气式“外衣”的“引力一号”。

“引力一号”的“外衣”。

“引力一号”海上发射瞬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