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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旅游一直被视为
超级富豪的“烧钱游戏”。自
2001年美国富商丹尼斯·蒂
托成为第一位太空游客后，
世界各地的富豪开始陆续
加入。此后8年间，又有六名
太空游客陆续登上国际空
间站，费用在2000万美元至
3500万美元之间不等。

太空旅游主要包括失
重飞机、高空气球、亚轨道
飞行和轨道飞行四种形式。
前述动辄上千万美元的太
空旅游属于轨道飞行，如今
该方式的票价已涨至 5000
万美元以上。相比之下，亚
轨道飞行费用远低于前者，
使得其成为近年来商业航
天追逐的热门赛道。

2025 年中国
有望开始亚轨道
旅行

“2025年中国有望开始
亚轨道旅行，票价 200万元
至 300万元人民币。”“长征
十一号”火箭首任总指挥、中
科宇航董事长杨毅强接受媒
体采访时说，目前，中国的商
业航天已从1.0时代进入2.0
时代，并有望在 5年内进入
3.0时代。要将火箭运力提升
5吨至 14吨，建设全球性卫
星星座，实现火箭可回收并
降低成本。

“200 万元至 300 万元
是按使用可重复火箭和飞
船 预 估 的 亚 轨 道 飞 行 价
格。”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
席科学传播专家庞之浩告
诉记者，亚轨道旅游需要面
向市场，这意味着要在保障
安全的前提下尽可能压低
成本。使用可重复的亚轨道
运载火箭和飞船可以实现
这点，但这项工作目前国内
还未落地，技术屏障短期内
难以突破。

曾经只属于
亿万富豪的“游戏”

轨道飞行被视为真正
意义上的太空旅游。目前轨
道飞行目的地主要是国际
空间站，供游客往返的运输
器主要有俄罗斯的“联盟”
系 列 飞 船 和 美 国 的 载 人

“龙”飞船。“通过这种方式，
太空游客能在国际空间站
生活至少一周，可以长时间
享受失重，俯瞰地球美景。
但动辄上千万美元的费用，
一般人无力承担。”庞之浩
说。

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
委员会副主席杨宇光告诉
记者，从技术上来说，中国

想要开展轨道太空旅游没
问题，但其高昂的价格也决
定了轨道太空旅游只是属
于亿万富豪的“游戏”。“诸
如适合于轨道旅游的民用
空间站等配套系统还没建
成，预计10年之内会有新的
突破。所以最先发展的还是
亚轨道旅行。”北京大学地
球与空间科学学院教授、中
国空间科学学会空间探测
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焦维新
向记者表示。

技术要求和成本更低，
使亚轨道旅行在商业航天
的大背景下迅速“出圈”。亚
轨道一般指距地面 20千米
至 100千米的空域，不超过
100千米高度的冯·卡门线，
后者是国际航空联合会定
义的大气层与太空分界线。

“亚轨道旅游就是用亚
轨道载人飞行器把游客送
到约100千米高的太空边缘
后，马上返回地面，相当于
乘客乘坐飞行器在太空做
直上直下的抛物线飞行。”
庞之浩介绍，这种方式的优
势在于，乘客既能体验地面
难以模拟的失重感觉，又可
以从高空俯瞰地球长达数
千公里的弧线表面。

作为全球太空旅游的
主要参与者，美国蓝色起源
公司、英国维珍银河公司、美
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三家企
业历经多年研究后，均于
2021年进行了首次面向游
客的太空旅游，且价格不菲，
其中前两者为亚轨道飞行。

解决降低成
本和保证安全是
关键

国内也不乏进展。去年
8月，中科宇航对外公布的
亚轨道旅行服务显示，每次
可载 7人进入 100多千米的
高空，体验 3分钟至 5分钟
的失重感。今年7月，杨毅强
表示，其所在公司正在研制
亚轨道太空旅游飞行器，计

划明年进行首次无人亚轨
道验证飞行。之后再进行十
余次验证飞行，就可以向公
众开放太空旅游服务。

成立于 2018 年的中科
航宇是国内首家混合所有
制商业航天企业。据杨毅强
披露，执行太空旅游任务的
火箭和飞船都可重复利用。
该公司官网显示，目前在研
产品太空旅游飞行器“中科
六号”可重复使用次数超过
30次，最大飞行高度达 100
千米至 120千米，留空时间
300秒至550秒。

在庞之浩看来，想要实
现太空旅游繁荣发展，需解
决降低成本和保证安全两
个问题，这对于亚轨道旅游
也同样适用。“亚轨道飞行
是国内太空旅游发展的第
一步，但目前国内飞船存在
载人少、不能重复使用的缺
点，研制可重复使用的运载
火箭可大幅降低太空旅游
的成本。”焦维新说。

蓝色起源官网介绍，新
谢泼德亚轨道火箭和新格
伦轨道运载火箭从设计开
始就考虑到可重复使用，这
两款火箭能重复使用25次。
而且，两种飞行器都有可节
流的液体燃料发动机，可以
精确降落在着陆平台上。

“蓝色起源首次亚轨道
飞行的票价高达 2000万美
元，如今已降至二三十万美
元/次，价格下降的主要原
因在于其可重复使用的运
载火箭。”杨宇光说。

可重复使用
的运载火箭和飞
船是趋势

多名航天专家告诉记
者，可重复使用的运载火箭
和飞船是未来商业航天的
主要趋势，能大幅降低飞行
成本，但也并非唯一选择。
杨宇光认为，太空旅游是一
个火热的卖方市场，尽管价
格昂贵，想进入太空的游客

依然很多。对这些太空游客
而言，省钱不是主要目的，
先实现这样的旅游才是首
要需求。

8月 26日，由中国运载
火箭技术研究院自主研制
的升力式亚轨道运载器重
复使用飞行试验获得成功。
飞行试验采用的运载器经
健康检测维护后，在酒泉卫
星发射中心再次点火垂直
起飞，按照设定程序完成亚
轨道飞行，平稳水平着陆于
阿拉善右旗机场。这是国内
亚轨道运载器首次重复使
用飞行。“这次只是亚轨道
运载器的试飞，距离真正的
商业应用还存在距离。”焦
维新说。

即便解决了成本问题，
亚轨道飞行的安全问题也不
容忽视。据美国有线电视新
闻网报道，英国的亚轨道飞
行器维珍银河“太空船二号”
2014年 10月 31日上午 9时
在动力测试飞行时发生事
故，造成飞行员一死一重伤。

杨宇光说，国内如果要
开始推广亚轨道旅行，也应
最大程度保证乘客安全。

庞之浩表示，目 前 中
国 只 有 一 种 载 人 运 载 火
箭——“长征二号F”能达到
这种逃逸救生技术，设备可
靠性达 98%，航天员安全性
可以达到99.996%。但要达到
这样的安全性，需要倾注不计
成本的研发投入，这在商业航
天上并不适用。“上面提到的
试飞失败，也提示了各国应该
有太空旅游的相关法律作保
障，确保安全才行。”

“太空旅行”
写入“中国航天白
皮书”

在政策扶持、资本加持
和市场需求推动下，中国商
业航天近年来发展较快。

据了解，中国商业航天
的注册企业已逾370家。

在庞之浩看来，科研部
门负责在航天领域内探索
先进技术，民营航天企业把
成熟技术商品化，实现更低
价格、更广泛推广，这是未
来的一个出路。

多名航天专家对太空
旅游的前景持乐观态度。
2021 年，中国创下了 55 次
的航天发射新纪录，并成功
开展月球、火星研究，实施
天宫空间站建设。“太空旅
行”还被写入国务院新闻办
公室发布的《2021中国的航
天》白皮书中，成为未来5年
的发展规划之一。

据《中国新闻周刊》

票价200万元至300万元

买张“船票”到太空还有多远？
新玩法：
乘太空电梯、
绕月旅行、火星旅行

近年来，国外太空旅游
除了尝试降低成本，也在尝
试为游客提供更新奇、舒适
的体验。

2018 年，美国太空探索
技术公司公布了绕月旅行方
案，计划在 2023 年 1 月把游
客送入月球轨道观光，日本
富商前泽友作成为首个参与
者。

除了建造太空旅馆，美
国、日本、俄罗斯等多个国家
已经开展针对“太空电梯”的
研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