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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点一：新工位、新火箭、新机制、新团队
作为目前我国唯一的商业航天发射场，海南商业

航天发射场在首发任务中呈现出四个“新”，即新工
位、新火箭、新机制、新团队。

海南国际商业航天发射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天梁
说，发射场的发射工位位于文昌海岸，拥有更加广阔
的安全发射角度，地理优势得天独厚。修建发射场的
技术和管理团队人员各司其职。“众人拾柴、目标一
致，才能把发射场高标准高效率地建起来。”

记者了解到，此次首发任务中，长征十二号运
载火箭是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八院抓总研制的新
型火箭，在长征系列家族里首创4米级箭体直径，
实现了大直径、大推力，更有利于实现火箭的高
性能。

这一火箭可根据任务需求适配5.2米、4.2米直径
构型的整流罩，支持单星、多星不同轨道发射，将开启
我国商业火箭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的发展
新篇章。

相比酒泉、西昌、太原和文昌航天发射场，海南商
业航天发射场是首个企建民用的航天发射场，其任务
组织和管理运作采用灵活高效的商业化机制，可以更
好地聚集社会创新力量。

例如，发射场技术区建成智慧发射场系统，通过
数字化信息、智能化应用，将双工位等多个子系统整
合起来，实现资源集中管理和统一调度；面对大量设
施设备、特殊燃料等并行交叉采购难题，管理人员将
传统配套保障供应模式改为市场化竞价采购，提升了
采购效益。

“我们的目标是走既有高效率又有高效益的良性
发展道路，助推我国商业航天高速度高质量发展。”杨
天梁说。

看点二：实现商业航天里程碑性突破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火箭专家

范瑞祥说，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首次任务圆满成
功，标志着我国商业航天发射场实现了从0到 1的
突破，真正形成了执行发射的完整能力，补齐了商
业航天的链条缺口，对我国商业航天的发展具有里
程碑意义。

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过去近十年，我国许多商
业卫星、火箭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唯独缺少商
业航天发射场这一基础设施，造成了部分商业火箭、
卫星“有劲儿没处使”的现象。

范瑞祥认为，商业航天注重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
创新，扮演着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航天强国的重要
角色。尤其是经过数十年的航天重大工程的带动，我

国已经具备加快开展商业航天工作的条件。
今年，商业航天作为“新增长引擎”被首次写入政

府工作报告，加速发展“集结号”正式吹响。
“商业发射场可以高频次、高效率执行发射任务，

为广大商业火箭和卫星公司提供一个稳定可靠的发
射平台。”范瑞祥表示，“这将促进航天技术的创新和
转化，助推我国商业航天发展进入快车道。”

看点三：发射平台突破传统技术模式
走进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两座耸立的发射塔架

格外引人注目。据海南国际商业航天发射有限公司
工程设备部部长葛立新介绍，这两个发射工位可谓整
个发射场技术创新的典范。

在过去，一个型号火箭往往由固定的发射工位来
执行发射任务，具有操作相对简单、稳定性高等优
点。而当前，我国商业火箭公司众多，产品型号多样；
如果“一个火箭一个工位”，难以满足现实需求。

葛立新说，此次执行首发任务的二号工位，打破
了“一对一”的传统，创新采用“通用型”接口设计；发
射前后端设备并不固定，可以“模块”更替，“对口”更
换，让包括长征十二号运载火箭在内的19个型号火箭
都能使用。

葛立新告诉记者，不同推进剂种类、起飞重量、直
径长度的火箭，这一工位基本都能适应。

值得一提的是，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的一号工
位，在设计上同样进行了技术创新——取消了传统的
导流槽，采用高出地面3.9米的导流锥，并通过发射
台、导流装置和挤压式喷水系统，共同实现高温火焰
排导和降温降噪，使整个工位建设周期缩短了一半，
同时攻克了“7天发射、7天恢复”的难题。

看点四：组装、测试、转运采用“三平”
方式 提高火箭发射频次

过去，我们通常看到火箭组装、测试、转运都是
“竖着”的。这种垂直的方式，对发射场设施要求较
高；由于全程耗时较长，发射易受天气影响；发射后工
位受损较大，需要花更多精力修复。

对于商业发射场而言，提高火箭发射频次尤为关
键。如何改变设计来省时间、提效率？海南商业航天
发射场的答案是采用“三平”方式。

发射场二号工位项目经理边鹏飞解释，“三平”就
是火箭的组装、测试、转运三个环节均在水平状态下
进行。火箭在技术厂房里“躺着”组装和测试，随后载
着卫星“躺着”转运到发射工位后整体起竖，只需再做
一个简单测试，加注燃料后即可发射。

范瑞祥认为，“三平”方式对于发射工位的设施要
求比较简单，不需要吊装作业、垂直转运轨道、回转平
台，火箭在技术厂房时已经做好测试“待命”，可以实
现短时间转运和发射，工位设施不需要再“大包大揽”
承担很多工作，发射后恢复时间较短，从而提高发射
频次，降低发射场的建设成本。

此外，海南文昌近海气象多变，降雨、雷暴、台风
等多发，发射场采用“三平”方式，更利于应对变幻莫
测的天气。

“这种新型发射组织方式，需要火箭和卫星设计得
更‘强壮’，此前在国内尝试不多，现在已经成为商业航
天的‘共识’。”范瑞祥说，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未来将
持续提高单个工位的发射次数，通过“三平”方式，最快
可能做到“今天转场，明天发射”，让发射场的发射和使
用效率更高。 （新华社海南文昌11月3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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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30日晚间，
长征十二号运载火箭
首飞成功，海南商业
航天发射场首次发射
任务告捷，中国商业
航天“三大件”齐了！

如果将商业火箭
比作“飞机”，商业卫
星比作“乘客”，那么
商业航天发射场就是
供“乘客”登机、“飞
机”起飞的“机场”。
当“乘客”和“飞机”越
来越多，就不能没有

“专属机场”，“三大
件”缺一不可。

回首中国商业航
天的发展历程，2015
年印发的《国家民用
空间基础设施中长期
发 展 规 划（2015—
2025 年）》，鼓励社会
资本步入航天领域。
随后，商业火箭和商
业卫星公司如雨后春
笋般成长发展。

《中国航天科技
活 动 蓝 皮 书（2023
年）》显示，2023年我
国共完成 26 次商业
发 射（含 拼 车 和 搭
载），占全年发射的
39%。2024 年，商业
航天作为“新增长引
擎”被写入政府工作
报告，进入新一轮高
速发展期。

打造“专属机场”，不仅能高频次、高效率执行发射任
务，还可为商业火箭和卫星提供稳定可靠的发射平台，促
进我国航天技术的创新和转化。因此，建成我国首个商
业航天发射场，凑齐商业航天“三大件”的需求愈发迫切。

从2022年批准建设到今天首发成功，具有重要意义
的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都有哪些新突破？

首先是发射平台“更包容”。当前，我国火箭公司众
多，火箭型号也可谓是各式各样，如果发射一枚火箭就要
造一个工位，既不具备商业航天的经济性，更谈不上时间
效益。

执行本次发射任务的二号工位，在设计上突破创新
出“三化”——通用化，采用“通用型”接口设计，多种型号
火箭都能使用；模块化，发射的前端和后端设备“模块
式”，方便对口更换；组合化，针对不同火箭的发射需求，
对设备加减组合，实现符合发射标准的条件。这些设计
可以让包括长征十二号在内的19个型号火箭都能使用。

其次是火箭发射“更高效”。商业航天的优势在于效
率高、成本低，作为商业航天发射场，如何“降本增效”？

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创新采用“三平”模式。区别于
传统的垂直作业，该模式下火箭的组装、测试、转运三个
环节均在水平状态下进行。火箭在技术厂房里“躺着”组
装和测试，随后载着卫星“躺着”转运到发射工位后整体
起竖，只需再做一个简单测试，加注燃料后即可发射。

同时，因海南文昌有降雨、雷暴甚至台风等不利气象
因素，火箭从技术厂房里组装测试后到发射阵地时间越
短，越能助力其顺利发射，防止“夜长梦多”。

值得注意的是，该发射场技术区建成智慧发射场系
统，通过数字化信息、智能化应用，将双工位等多个子系
统整合，实现资源集中管理和统一调度；面对大量设施设
备、特殊燃料等并行交叉采购难题，管理人员将传统配套
保障供应模式改为市场化竞价采购，提升了采购效益。

正如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火箭专家
范瑞祥所说，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首次任务圆满成功，标
志着我国商业航天发射场实现从0到1的突破，真正形成
了执行发射的完整能力，补齐了商业航天的缺口。

随着商业航天全产业链初步形成，建设航天强国的
步履愈发铿锵。

让我们一起期待，中国航天向着星辰大海奋楫再
扬帆！ （新华社海南文昌11月3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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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射成功！
11 月 30

日晚，在我国首
个商业航天发
射场——海南
商业航天发射
场，长征十二号
运载火箭成功
发射。这是这
一发射场建设
以来首次承担
发射任务，标志
着我国商业航
天发射场实现
了从 0 到 1 的
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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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30日晚，我国首个商业航天发射场——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保障长征十二号火箭成功发射。新华社记者郭程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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