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史晓宁，北京中科宇

航技术有限公司副总裁、

力箭一号运载火箭总设

计师，长期从事运载火箭

总体设计工作，先后参与

多项国家重点型号项目

研制任务。

人物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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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见到史晓宁时，他正埋头处理

文件。意识到有人靠近，他才把眼睛从

电脑屏幕里“拔”出来，和记者打招呼、

握手。

史 晓 宁 对 航 天 的 向 往 始 于 2003

年。那一年，神舟五号载人飞船成功发

射。这在少年史晓宁心中“种”下了探索

浩瀚宇宙的种子。

10 年后的 2013 年，史晓宁获得博士

学位，毅然投身航天事业，希望“打造一

款全新的火箭”。尽管缺乏火箭型号研

制经验，他凭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

加入力箭一号研制团队，成为团队的早

期成员之一。

力箭一号的研制过程漫长而艰辛，

耗时近 4 年。在那 1303 个日日夜夜里，

史晓宁与团队成员们完成了 151 项、共

计 761 次地面试验，编写了 27.73 万行代

码，绘制了 646 张图纸，并撰写了超过

850份项目文件。

研 制 完 成 只 是 航 天 梦 的 开 始 。

随着力箭一号进入高密度发射阶段，

每 月 一 次 的 发 射 任 务 让 史 晓 宁 的 工

作 节 奏 变 得 更 快 。 采 访 前 一 日 他 才

落 地 北 京 ，之 后 参 加 项 目 研 讨 会 、接

受采访，行程紧凑、活动密集。次日，

他又要奔赴发射场。忙碌，成了他的

常态。

但史晓宁从没觉得这样的日子苦，

总能在忙碌中找到快乐。“一提到航天

人，很多人会想到埋头苦干、隐姓埋名这

样的词语，但我觉得那不是航天人的全

部。”史晓宁说，每一次成功发射、技术突

破，都能让他开心很久，那是独属航天人

的快乐。

史晓宁是无数航天追梦人的代表。

这群追梦人用智慧和汗水，书写着中国

航天的辉煌篇章。

记者手记

◎本报记者 宗诗涵 付毅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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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6 日，北京中科宇航技术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科宇航”）宣布，力箭

一号遥六运载火箭在中科宇航产业化

基地如期完成总装测试工作，并顺利通

过出厂评审，将于 12 月下旬在东风商

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执行“一箭 11 星”发

射任务。

截至目前，力箭一号运载火箭（以下

简称“力箭一号”）已完成 5 次发射任务，

发射成功率 100%。“五战五捷”离不开力

箭一号总设计师史晓宁及其团队的持续

攻关。日前，史晓宁接受科技日报记者

采访，讲述了他和团队成员让卫星“拼火

箭”上天的故事。

“使‘经济舱’
搭 载 更 多 卫 星
‘乘客’”

记者：请您简单介绍下力箭一号。

史晓宁：力箭一号是由中国科学院

力学研究所抓总、中科宇航参与研制的

固体运载火箭。它专为微小卫星“拼火

箭”升空而设计，运载能力突出，至今已

经将 57 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是我国商

业航天主力火箭之一。

记者：当初为什么要启动研制力箭

一号？

史晓宁：2018 年，我们团队对未来

5 年至 10 年的航天市场进行了深入调

研。调研结果显示，从 2023 年至 2028

年，遥感卫星、科学实验卫星等微小卫

星发射需求将明显增加。这些卫星的

重量通常在几十公斤至两三百公斤之

间，如果“拼火箭”发射，一发火箭大约

能够搭载 5 颗至 10 颗卫星，可大大节约

发射成本。于是，公司决定研发一款可

供卫星“拼火箭”上天的火箭，也就是力

箭一号。

除此之外，为了满足市场需求、发

射尽可能多的卫星，我们努力控制成

本，让力箭一号的发射成本比市场同类

火箭降低约 50%，使“经济舱”搭载更多

卫星“乘客”。

记者：在研制力箭一号时，您和团队

遇到了哪些难题？

史晓宁：力箭一号的研发难点主要

体现在两方面。其一是缺乏技术经验。

当时，大多数固体火箭由成熟型号改制

设计而来。但力箭一号要让尽可能多

的卫星一起上天，使命不同于以往固体

火箭。因此在研发过程中，我们没有太

多可借鉴的经验。其二，在控制研制成

本的同时，我们必须实现力箭一号的高

性能。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进行了多

方面的技术创新。我们打破了传统火箭

设计模式，采用总体面向单机的集成设

计方法，使设计效率大幅提升。同时，我

们引入综合航天电子的集成设计理念，

进一步提升了力箭一号的性能。在动力

方面，我们还首次使用了直径 2.65 米的

大推力新型固体发动机，为力箭一号提

供了强大推力。

记者：最难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史晓宁：我认为最难解决的问题在

于试验验证。由于当时缺少经验和相关

基础设施，如何选择合适的试验方法、自

主搭建试验场景，是我们当时面临的最

大困难。

比如，在设计阶段，为了增强火箭

的运载能力，我们团队将力箭一号整流

罩直径设定为 3.35 米，它和箭体最小直

径比例超过 1.6。当时在国际上，这一

比值前所未有。这样的创新到底能不

能成？我们谁心里都没底。这一比值

关乎火箭整体稳定性，一旦出错后果非

常严重。

为了验证这一比值，我们做了噪声

试验等一系列试验。而后，我们根据试

验结果，不断优化设计细节。从设备的

支架厚度到材料结构，我们都进行了细

致的调整。

记者：如今，力箭一号取得“五战五

捷”的好成绩。回顾研制历程，您觉得有

哪些关键性的时间节点？

史晓宁：力箭一号五次发射，每一次

都各具特点。2022 年 7 月首飞，它是当

时国内最大的固体火箭。发射成功前，

团队上下“压力山大”。通过第二次发

射，我们验证了一箭多星技术。在第三

次发射中，我们使力箭一号经受住了低

温发射和高密度发射挑战。从第四次发

射后，基本每个月都有一次发射任务，这

对我们团队的研发能力、质量控制能力

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要说最艰难的时期，我认为是每次

发射前的准备阶段。因为每次发射都是

一次全新的挑战，需要我们团队全力以

赴，确保每一个细节都做到位。

“ 攻 下 一 个
山 头 还 有 另 一 个
山头”

记者：目前，全球商业航天正处在高

速发展阶段。未来几年，您和团队有何

具体规划？

史晓宁：力箭一号的“五战五捷”只

是一个开始，攻下一个山头还有另一个

山头。未来，我和团队在确保力箭一号

可靠、高密度发射的同时，还要开展以下

两方面工作。

第一，我们将全力推进力箭二号液

体运载火箭（以下简称“力箭二号”）的研

制、生产、发射工作。我们的目标是在

2025 年 9 月实现力箭二号的首飞。这款

火箭的特点是大运力、高可靠、低成本，

它将满足未来我国大规模星座组网建设

和低成本货物运输需求。

第二，我们还在推动力鸿系列可重

复使用飞行器的研发进程。该系列飞行

器的主要目标是验证可重复使用技术，

以提升发射的经济性和可持续性。我们

计划 2025 年完成两项重要试验任务：一

是百公里级飞船降落伞缩比验证试验，

二是助推飞行器垂直起降飞行试验。未

来，团队还将探索载人亚轨道太空旅行

的可能性。

记者：在研制力鸿系列可重复使用

飞行器的过程中，需要攻克的核心难点

是什么？

史晓宁：团队面临的主要技术难点

集中在三方面。首先，如何在回收过程

中有效控制飞行器运载能力的损失。其

次，要提高飞行器复用次数，就必须减轻

结构重量并提高其在恶劣环境中的适应

能力，但两者存在一定的矛盾。如何解

决这一矛盾，是我们需攻克的另一难

点。此外，我们还要探索解决大型飞行

器的回收匹配问题。

记者：如何解决以上问题？

史晓宁：我和团队成员聚焦复用检

测这一核心难题，从基础做起，建起自己

的试验中心，并引进相关检测设备和材

料。完成前期铺垫后，我们通过积累大

量试验数据，验证材料的可复用能力；同

时尝试使用新材料，以提高飞行器结构

的复用性能。

记者：在火箭发射降本增效方面，您

和团队进行了哪些探索？

史晓宁：从历史数据来看，力箭一号

的发射成本不断降低。首发价格约为 8

万元/公斤载荷，现在价格已经降至 7 万

元/公斤载荷，未来价格有望低至 5 万元

到 6万元/公斤载荷。

在降低成本的同时，我们也注重提

升火箭的性能。通过优化减重措施，如

采用新复合材料、提升发动机性能等，我

们逐步降低了火箭的结构重量，提高了

其运载能力。

除此之外，我们还提高了卫星的发

射效率。在火箭发射中，如何让个头、功

能不同的卫星“乘客”安全“坐好”、准点

下车，同时下车后没有“晕车反应”正常

运行，是不小的考验。为此，我们设计了

一系列方案。我们采用多星分离控制技

术，如今一次可以分离 50 颗以上卫星；

同时优化卫星的布局能力，从而提高了

它们“拼火箭”发射的灵活性。

“为年轻人创造
尽 可 能 多 的 实 践
机会”

记者：力箭一号的成功，离不开一支

实力强大的研发团队。请您介绍一下这

支队伍。

史晓宁：力箭一号团队成员平均年

龄 35 岁。其中，技术骨干由现役长征

火箭副总设计师、总体及各分系统一线

研制人员组成，平均拥有 10 年火箭研

制经验。

在力箭一 号 团 队 组 建 之 初 ，我 们

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团队成员缺乏研制

经验。然而，通过多次地面试验和飞

行试验的历练，这批年轻人逐渐能够

独当一面。

记者：您是如何让这些年轻人快速

成长的？

史晓宁：我的方法是，为年轻人创造

尽可能多的实践机会。在参与项目过程

中，当他们遇到问题时，我会让他们一

直分析，直到把问题弄明白。这个过程

不仅有助于他们深入掌握专业技能，还

有助于提升他们对相关接口和系统的

认识。

同时，为使新人更快适应岗位，我们

主导建立了一套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

帮助年轻人更快掌握工作技能、提升工

作效率。

记者：您觉得该如何培养年轻人的

创新精神？

史晓宁：年轻人充满创意与活力，他

们的创新精神是推动航天事业发展的重

要力量。然而，航天技术需不断创新也

要稳妥可靠。因此，我在鼓励年轻人创

新的同时，也注重培养他们严谨的工作

态度，叮嘱他们遇到问题时要“大胆假

设，小心求证”。

比如，在研制力箭一号时，我们团队

在国内首次采用级间分离的冷气推冲分

离系统。为了验证这一系统的可靠性，

我带领年轻人开展了大量地面试验。

记者：我国商业航天产业快速发展，

相关人才能否跟上？

史晓宁：与传统航天领域相比，我国

商业航天领域人才储备相对不足，能够

承担火箭发射技术研发任务的核心骨干

人才尤为稀缺。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

行业发展。为应对人才短缺的挑战，我

建议采取以下措施。第一，鼓励更多年

轻人加入商业航天行业。第二，加快构

建我国自主商业航天人才培养体系。

史晓宁：让卫星“拼火箭”上天

科技日报讯 （记者代小佩）记者从日前举行的第二届中关村卓越工程

师发展论坛上获悉，20 名工程师入选北京市科协卓越工程师成长计划，100

人入选卓越青年工程师培养计划。北京市科协相关工作人员介绍，入选者

将获得相应的培育经费。

北京市卓越工程师人才选拔培育计划分为卓越工程师成长计划和卓越

青年工程师培养计划两类。

北京首创智能生态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高级工程师申若竹入选卓

越青年工程师培养计划。从业 11 年，她参与运营了海绵城市建设、黑臭水

体治理等重要项目。

“培养造就大批德才兼备的工程科技人才，关乎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

强，关乎首都高质量发展大计。”中关村卓越工程师发展论坛主席、中关村实

验室总工程师傅首清说，相关单位要为建设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打造一

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的高素质工程科技人才队伍，全链条全要素提高卓越

工程师自主培养质量，充分发挥首都资源优势，形成涵盖政产学研用的人才

发展解决方案，不断激发创新活力。

北京选拔培育一批

卓越工程师人才

科技日报讯（记者吴长锋）“院士工作站助力安徽联科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一步步发展为国家级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我们将继续围绕各

类高性能改性塑料的开发和产业化开展应用研究和项目合作，转化落地更

多科技成果。”在日前举办的第四届星耀来安·人才科技节上，中国工程院院

士、大连理工大学教授蹇锡高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蹇锡高说，冰箱内胆易开裂一度是行业难题。两年前，蹇锡高与位于安

徽省滁州市来安县的安徽联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院士工作站协

议，开展产学研合作，共同开发出耐腐蚀、抗开裂冰箱内胆聚烯烃专用料。

如今，在来安县，越来越多高层次人才与地方主导产业和重点企业开展

形式多样的产学研合作。在地方政府牵线搭桥下，院士等高层次人才与当

地企业合作，共同解决技术难题。

“来安县大力支持人才发展，科技创新氛围浓厚，是创新创业的好地

方。”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杨万泰介绍，他的学生杨鹏已经出任位

于来安县的滁州釉美生物技术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

在此次活动上，滁州市还为蹇锡高等 4 名院士颁发了滁州市人才工作

顾问聘书。

“来安县致力于让人才与产业‘双向奔赴’。”来安县委书记杨军介绍，来

安县搭建“校友+高校+项目”招引平台，校地企合作技术合同成交额达 36.9

亿元。截至目前，来安县拥有高新技术企业 142家、省市级研发平台 106个、

省级院士工作站 2家。

安徽来安推动产才深度融合

科技日报讯（记者符晓波）今年 11月以来厦门市委组织部联合市人社

局、教育局、卫生健康委、国资委、工信局等部门前往北京、合肥等地重点高

校，开展“留‘厦’青春创未来”全国高校厦门专场引才活动，重点介绍厦门

2025 届“青鹭英才”优培生政策、厦门重点产业领域发展情况及相关青年人

才培养举措。

其中，厦门“青鹭英才”优培生项目备受关注。该项目围绕中学教育、高

校科研、医疗卫生、国企民企四大领域，引进优秀博士（博士后），给予安家补

助等支持。

厦门大学、嘉庚创新实验室、翔安创新实验室、中国科学院城市环境研

究所、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海西院厦门稀土中心等优培

生引进单位代表，在活动现场解读相关政策。

此外，在专场活动中，厦门 36家重点企业现场揽才，提供 110余个岗位，

发布近 1200个用人需求。

福建厦门多部门

赴高校开展引才专项活动

在福建厦门人才市场，用人单位代表（左）与求职者交流。
新华社发（曾德猛摄）

图为第四届星耀来安·人才科技节活动现场。
安徽省滁州市来安县委宣传部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