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新型空中火箭发射平台完成首飞
2019 年 4月 13日，美国同温层发射系统公司的“巨鸟”大型双体飞机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莫哈韦航空航天港完成首飞。

与地面发射平台相比，空中发射可以减少燃料消耗，并省去地面发射台，使发射成本得以大幅降低；还可规避恶劣天气对发射

活动的影响，提高火箭发射频率。这次“巨鸟”成功首飞，标志着美国新型空中火箭发射平台的研制工作取得了重要进展。

1 发展背景和历程
2011 年，美国航天飞机退役后，美国政府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转变航天发展策略，NASA 将主要致力于发展深

空探索，鼓励私营航天企业开展近地轨道发射业务，同时给予技术和资金支持。同温层发射系统公司就在这种背景下诞生，

同太空技术探索公司、蓝色起源公司等一起成为美国创新型私营航天企业的代表。该公司主要目的是建造一个大型双体飞

机作为空中火箭发射平台，双机身之间的中央翼盒携带运载火箭飞行到平流层进行入轨发射。这架大型双机身飞机由诺

格公司控股的缩尺复合材料公司制造。2012 年以来，缩尺复合材料公司先后建设了大部件生产设施和总装车间，2017 年 5

月“巨鸟”飞机出厂，12 月首次地面滑行，2019 年 4 月 13 日实现首飞。

按计划，“巨鸟”飞机将在 2020 年进行首次火箭发射，火箭为美国轨道 ATK 公司的“飞马座”XL。

2 设计特点
“巨鸟”采用的是双机身设计，虽然之前有过双机身设计理念，但设计制造“巨鸟”这么巨大的双机身飞机尚属首次。

该机长 72.5m，机身高 15.2m，翼展达到 117.3m，是目前翼展最大的飞机。该机最大有效载重 250t，与安 -225 运输机相当；

最大起飞重量 590t，小于安-225 的 640t；空重 227t，也小于安-225 的 285t，这得益于“巨鸟”采用大量轻质复合材料。该

机最大飞行速度 850km/h，执行发射任务的任务半径 1850km。总的看，“巨鸟”的飞机布局和用途与安-225 没有可比性，两

者不属于同类型飞行器。

“巨鸟”采用对称双机身和平直上单翼，充分利用平直翼升力大、低速飞行性能好的特点。每侧机身都装有平尾和垂

尾，平尾也为平直翼，嵌入到垂尾中。每个机身外侧翼吊三台发动机。每个机身下部都装有主起落架和前起落架，主起落架

由三个纵列分布的四轮小车式起落架组成，前起落架为双轮。驾驶舱位于左机身，首飞中右机身舱室没有人员，空中发射时

可用作空中控制舱室。该机设计上借鉴了很多波音 747 的系统和技术，如发动机、航电、驾驶舱、起落架等。同温层发射系

统公司还购买了两架波音 747-400 飞机，将它们解体拆用。“巨鸟”的另一大特点是采用大量复合材料和增材制造技术制

造的结构部件，最大部件长度达 62m。大量复合材料大幅降低了重量，提高了机体强度，增强了承载能力，特别是保证中央

翼盒的强度能够满足挂载大型火箭的要求。

3 应用前景和影响分析
3.1 应用前景

一是实现低成本且灵活高效的航天发射。执行任务时，“巨鸟”中央翼盒下可挂至少一枚、至多三枚火箭从跑道上起

飞，爬升到 10km 以上的高空释放火箭并发射，之后返回地面进行维护，理论上第二天便可再次升空。从空中发射火箭，可

免去陆基航天发射场建设投入，同时可利用平台的飞行高度和速度，相同重量发射成本可比传统陆基发射降低约 30%。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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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陆基航天发射场位置固定，易受风、雨、雷电和严寒等不良气象影响，而在平流层高度进行空中发射，气象影响会大大减

弱，且“巨鸟”可飞抵更合适区域进行发射，灵活高效，可满足各种紧急发射需求，也进一步降低发射成本。同温层发射系统

公司还研发两款火箭和一型空天飞机，提供多种选项供“巨鸟”空中发射，包括：（1）基本型中型运载火箭。近地轨道发射

能力 3.4t，计划于 2022 年完成；（2）加强型中型运载火箭，增加两个助推器，近地轨道发射能力增至 6t；（3）空天飞机，一种

可重复使用的空间往返运输系统，除了货运，还能够运送人员。

二是用于搭载大型高超声速飞行试验平台。同温层发射系统公司在 2018 年 9 月公布了“高超-A”小型和“高超-Z”

大型高超声速飞行试验平台概念方案与研制计划，分别定位于马赫数 6级和马赫数 10 级的飞行试验平台。其中，“高

超-Z”机长 24.6m，翼展 11.1m，总重近 29.5t，体量相当于 F-22、F-15 等重型战斗机的两倍，是已知全球最大的高超声速

飞行试验平台方案。目前两型方案正在进行风洞试验，按照规划，实现“高超-Z”将是重点。“高超-A”将在 2020 年实现

首飞，经过技术验证可行性之后发展“高超-Z”，“高超-Z”最早计划在 2025 年首飞。若两型平台按计划完成研制，可能利

用“巨鸟”开展高频次、低成本高超声速气动、控制、材料、推进、结构和机载系统等技术的飞行试验，加速技术成熟。

三是具备发射弹道导弹的潜力。美国在 1974 年就完成了 C-5 重型运输机利用货舱空投方式空射“民兵”洲际弹道导

弹的试验，C-17 大型运输机也具备成熟的空投发射中程弹道导弹的能力，多次采用货舱空投方式发射中程弹道导弹（靶

标）以支持导弹防御试验，模拟从不同区域袭击美国本土的弹道导弹。“巨鸟”具备更便利、更优越的空中发射弹道导弹条

件，而且可以携带多枚进行发射。空基发射弹道导弹可以更加抵近敌区，缩短射程，可选择敌防卫薄弱区域进行突袭发射，

形成生存力很高的空基远程战略打击／反击能力。

3.2 影响分析

一是推动航天发射更加普及。“巨鸟”已规划的近地轨道发射能力达到 6t 级，而世界商业卫星发射市场至少 60% 的卫

星质量集中在 6t 以下，“巨鸟”及与其配套的运载火箭如投入使用，将具备低成本和灵活高效两大竞争优势，进而牵引出更

多的航天发射需求。在美国组建太空军的背景下，“巨鸟”的低成本、灵活高效的发射能力将为美军夺取和维持太空优势提

供随用发射的发射能力。另外，空中发射与空中反卫作战技术通用程度高，“巨鸟”如搭载多枚反卫星武器，可随时机动到

有利空域，进行多次太空拦截，可摧毁对手卫星。针对对手的反卫星作战，“巨鸟”则可迅速进行补网发射。

二是助力美国高超声速技术发展。高超声速技术是未来航空航天领域具有颠覆性影响的技术领域，将会催生新的作

战模式，具有重大的军事应用前景。利用“巨鸟”设计搭载大型高超声速飞行器试验平台，将使美国高超声速飞行试验能力

大幅提升，对于大尺寸进气道模态转换、中等尺寸／大尺寸双模态冲压发动机、进发排一体化等较大尺寸部件飞行试验的数

据获取意义重大。规划的“高超-Z”试验平台尺寸远大于重型战斗机，将会对于未来有人驾驶或大任务载荷的高超声速飞

行器提供有力的技术验证手段。

三是创新型航空装备发展迎来新阶段。在数字化制造、复合材料、增材制造等新技术推动下，传统的低成本设计制造

技术难以实现的新型布局飞行器成为可能，用途也超出传统飞行器范围，甚至可以根据用途需求定制化发展专用飞行器。

目前军用特种用途航空装备数量少，为降低成本多为其他航空装备改装，装备整体效能不高。低成本、定制化发展航空装备

可以使效能最大化，装备形式将更具多样性。

4 启示建议
这次“巨鸟”空中火箭发射平台实现首飞，为未来空中发射提供了更多可能性，体现了美国在航空航天领域的技术创

新能力，可能对未来作战样式和新型武器的发展都将产生重大影响。为此，提出三点建议：一是空中发射平台具有独特优

势，对于我国航空航天发展和作为飞行试验平台将发挥重要作用，应抓紧开展可行性论证并及时安排，以免与美国产生明显

差距；二是持续加大基础技术投入，促进空气动力、新型结构、高性能材料、增材制造、人工智能、高性能计算等领域整体水

平提升，打牢航空装备创新基础；三是促进军民融合发展，使重大装备研发形成良好的技术互动和优势互补的局面，促进技

术快速创新，提高装备发展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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