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叩响宇宙探索的大门
本刊记者   黄婧

2022 年 2 月 27 日，文昌龙楼

镇海滩。

长征八号遥二运载火箭如期发

射升空，沙滩上观看火箭发射的人

群中，有十几个特别雀跃的身影，

他们显得比别的观众更加激动，好

像在亲眼目睹一个奇迹。

这可能并不夸张，对这些来自

“星测未来”的年轻人来说，第一

次看到火箭搭载着自己公司的产品

运送上天，心中呐喊的声浪也许已

经超过了火箭的巨大轰鸣。

相比之下，曹德志和仓基荣淡

定许多。这两位星测未来公司的联

合创始人，已经不是第一次见证自

己的产品升空了。

仓基荣，清华大学工物系本

科、博士，天文系博士后；曹德志，

清华大学工物系本科、博士休学，

2019 年他和同门师兄仓基荣一起启

动了创业事业，而后在 2020 年成

立星测未来科技（北京）有限责任

公司，“司龄”已经两年。

追光少年点燃的火花

星测未来的成立大概要追溯到

2016 年。那一年，一帮年轻的清

华同学启动了基于立方星开展空间

伽马暴探测的计划，后来逐步演化

成清华大学知名的学生主导科技项

目——“天格计划”。

天格计划简单说就是把小卫星

打到太空里做科学探测，目标是观

察来自宇宙中的伽马射线暴，而这

些现象常常揭示了极端天体，例如

中子星及黑洞等的活动情况。

天格团队最初由来自工物、物

理、航院、电子和机械等院系的 35

名同学组成。在队长温家星所在的

工物系，正在跟随曾鸣副教授攻读

博士的仓基荣也指导同学们做了很

多工作。

2018 年，天格计划的第一颗星

成功升空，以此为原型拍摄的短片

《追光少年》发布后，让无数人心

潮澎湃。

天格计划仍在持续，同学们联

合了其他高校，准备把很多颗卫星

送上天，形成“天上的网格”。它

的目标是快速响应及溯源定位，假

如宇宙中有一个射线源爆发了，当

信号传到地球附近，将会被网格里

的好几个节点探测到，通过分析几

个节点接收到信号的情况，便可以

反推射线源的位置。

这对信息处理的效率和速度提

出了很高要求，一次伽马暴的时间

只有一两秒钟，并且信号要第一时

间发给地面和其他卫星，通知它们

朝爆发的天区做进一步观测，这就

要求有较强的星上处理技术。

有需求就应该有市场。星上边

星 测 未 来 联 合 创 始 人 &COO

清华大学工物系本科、博士休

学，曾任清华大学学生创协主

席、校团委科创中心辅导员等，

获清华大学优良毕业生、优秀

学生干部

曹德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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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数据处理系统是一个面向未来的

方向，意识到这一点后，一颗创业

的种子在仓基荣心中萌芽了。

这一年，在同一个实验室读博

的曹德志正在清华大学学生创协做

辅导员，担任创协主席。清华大学

对学生创新创业的支持滋养了他对

创业的兴趣和信心。曹德志与师兄

仓基荣深谈了多次，后来的报道中

形容他们两个的相遇，“像是火苗

遇到了氧气”。

那个时刻，在天格的探索和实

践中看到的方向是“天时”，清华

对创新创业的鼓励与扎实的技术支

撑是“地利”，仓基荣和曹德志这

对师兄弟的联手是“人和”。火花

点燃，他们的公司诞生了。

升级的太空试验平台：

经费 100:1，耗时 7:1

2020 年，星测未来科技（北京）

有限责任公司注册成立。

公司的第一款主打产品“星测”

将两人的设想落了地。“星测”解

决科研仪器里的数据采集、数据处

理问题，目前已经更新到第二代。

如今它的功能已大大拓展，除了在

太空中可以采集伽马暴的数据，还

搭载了太空实验平台，能够测试太

空中的辐射情况等等。

宇宙神秘而浩瀚，人类对太

空的每一步探索，都要以了解太空

环境为基础，主要途径是通过科学

卫星、实验卫星对宇宙数据进行观

察、收集与开展实验。很长时间以

来，我国发射的科学卫星都是大型

卫星，一次发射承担着多项科学研

究任务。而一颗大卫星从立项到升

空能够工作，往往周期是 5～7 年，

经费以亿元计。大国工程的优点是

显而易见的，但是因为承担的任务

多，成本高周期长，也使得对于某

些课题的学术生命周期来说，验证

速度过于缓慢。

换句话说，我们需要有更灵活

便捷的探索方式，商业化航天的引

入就是一个恰当的补充力量。

“星测”这样的太空实验平台

可以针对某个特定观测目标把精度

做高。以星测目前的生产和研发速

度，在一个立方星卫星上搭载探测

载荷，可以做到在一年左右完成，

同时成本大约只是吨量级卫星的

1/100。当载荷的成本降低，周期变

快，目标更专注，太空研究对于高

校和科研院所的研究者来说就变得

更加可行了。

国内天文学科翘楚南京大学已

经在使用“星测”系列的太空试验

平台。“你看，这就是‘星测’”，

曹德志举起一只凝聚了公司智慧的

小盒子，“它体积很小，看起来其

貌不扬，其实是多层结构，有探测

器、前端电子学、数据采集模块和

后面的拓展模块，可以说它就是一

个实验平台。”想到茫茫宇宙中，

那些未知的数据正在通过自己公司

的产品被收集和传送到科研工作者

手中，正在为人类之后的太空探索

积累经验，曹德志也很开心。

卫星的“大脑”：它能避免马

航飞机失踪事件重现

如果不是业内人士，太空、卫

星……对普通人来说，似乎是一些

过于遥远的名词。真的如此吗？

两院院士李德仁曾经在接受采

访时讲过这样一件事：在汶川地震

时期，中国的卫星总数还不多，为

了拿到一张震区的遥感影像，他们

等了整整一天的时间，最后拿到的

影像还是由意大利 COSMO 卫星提

供的。接下来又用了三天时间回答

了“重灾区在哪儿”这个问题，而

三天恰是抢救伤员的黄金 72 小时

……这让李德仁院士的心情非常沉

重。

为什么会这样？简单说，就是

公司创始成员之一仓基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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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卫星上下载数据的效率太低了。

卫星以前的工作模式是把数

据慢慢地、一轨一轨地传回来。中

国自己的卫星绕地球运转，目前只

有每次飞到中国上空的区域，通过

地面站接收才能下载一部分数据，

再飞过来，再下载一部分数据……

如此经过很多个回合，数据才能传

输完成。这已经够让人着急了，原

始数据量还常常大而无当。比如可

见光卫星常常会拍到大量带云的图

片，如果在卫星上不做筛选，将会

传回很多无效数据，更加剧了资源

的浪费。

这个问题不难理解，以我们

常用的网络传输作类比，如果想快

速高效地把一组聚会的照片传给对

方，你会怎么做？

首先，我们会对照片进行筛选，

把虚焦的、表情不好的删掉。第二，

把照片打包压缩，这样会减少传输

文件的大小，以此提高速度。

同样的道理，如果能在星上实

现数据甄别，把无用的数据剔除掉，

再把有用数据进行压缩，回传速度

一定会得到提升。

这个痛点并非没有人意识到，

解决起来却不容易。最大的问题是，

没有人敢第一个吃螃蟹。

在传统的航天方案中，可靠性

是第一位的，芯片的性能和选择的

型号都会相对保守。原有的卫星工

作模式大家都很熟悉了，虽然有不

便，但不影响使用。现在星测未来

公司想要创新性地加入新产品，怎

么说服大家接受这个改变呢？

教育广大市场中的用户，对创

新者来说往往是比技术突破更难的

挑战。

“我们开始做这个产品时，

只是理论上觉得市场有需求，但市

场是不是真的有需求？需要我们去

验证和教育。这个过程中吃了不少

苦。”曹德志说。

有段时间师兄弟俩不停地见客

户，讲得东西对方也觉得挺好，但

到底做成了是什么样子，客户没有

概念。市场本身是模糊的，开辟者

需要先定义出这个新事物，再找到

一条能走通的路。

从 0 到 1 的突破正是今年 2 月

在文昌发射的长八遥二火箭，其中

的“巢湖一号”卫星搭载了公司的

AI 加速处理载荷“星溪”，这是该

款产品的第一次在轨验证。

高科技产品自然要凭实力说

话，当长八遥二搭载发射成功，公

司拿着完整的测试结果证明了技术

实力。接下来采取的策略是和卫星

厂商合作，将产品尽可能多的搭载

到平台上，先从做一个并行的链路

开始，不干扰原来的工作模式，让

客户先感受星上边缘处理带来的效

果，然后再合作探讨商业模式。

“目前我们的产品应该是同等

性能级别里，唯一一家在轨运行的。

说得不谦虚一点，世界范围内我们

可能也在第一梯队里。因为产品比

较新，目前关注该领域的玩家，大

家都处在同一起跑线上，机会对每

一个人来说都是平等的。”曹德志

说。

“星溪”究竟能做什么？“我

们把“星溪”比喻为大脑。以前的

卫星获取数据回传地面，很像脑干

和神经系统的关系。它有控制动作

的能力，比如让卫星转个身，或者

负责数据的链路，类似于建立了神

经系统，但是缺乏深度思考的功能。

有了星上计算单元，它就可以针对

数据进行深度处理，相当于有了大

脑的概念。”

这或许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许

多意想不到的改变。当每颗卫星上

都有了较强的星上处理单元，它的

功能就会更多。比如，通过遥感卫

星建立起对全球的实时观测网络，

类似马航飞机失踪的事件将再也不

会发生。不管飞机在哪儿飞，即使

关闭了通信电子频段，也总有卫星

能覆盖到飞机的轨迹，可以通过物

理的手段找到它。

此前中国海军在非洲执行抓捕

海盗任务时还有一个案例，中国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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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已经拍到了海盗的位置，但必须等卫星转到中国上空，

数据才能下载下来，再在地面进行处理解译。等拿到结果，

至少四五个小时过去了，海盗早已不在原来的位置。如果

以“星溪”为代表的产品能够推广，不仅是非洲的海域，

还有漫长的中国国境线，安全性都将得到提升。

太空实验平台“星测”，星上智能处理平台“星溪”，

这帮年轻人捧出自己的智慧结晶，叩响了宇宙探索和卫星

智能化的大门，这清脆的叩门声将在日后荡起回响。

人生创业家的浪漫与务实

星测未来的团队现在已扩展到三十多人，它的成长也

是中国商业航天力量发展的一个缩影。可以预见，未来还

会有很多星上应用服务应运而生。“我们的下一个产品名

字已经确定了，叫‘星海’”，曹德志笑着说。创业公司

的核心团队虽是工科背景，但都有着航天人特有的浪漫。

这或许也是曹德志的人生态度之一。

如果说人生是由一段段旅途组成，在“读博”这段旅

途中，曹德志遇见了不一样的风景。

2018 年，博士二年级结束，他的导师决定离开清华去

创业，曹德志变成了实验室里最特殊的一个学生，一时失

去了指导。

在紧接着的博士生实践中，他在兰州和武威学习工作。

面对滔滔黄河与辽阔戈壁滩，他也在其中思考人生：世界

这么大，有太多事情不是个人能够掌控的。如果此刻把手

机往黄河里一扔，只身往大西北深处走去，抛开外界贴在

清华人身上的标签，剩下的是什么？回归到本质，人终究

还是只能凭借四肢、依靠大脑在社会中生存。茫茫天地让

曹德志对人生有了新的考量，所谓成功，不是财富和头衔，

也不能建立在对外界的依附之上，要依靠自己去开创一番

事业。

从兰州回到清华，他就接任了学生创协的主席，之后

的故事，我们都已经知道了。

这段经历影响和部分塑造了曹德志的价值观。他在不

同的场合说过，“人的一生就是一场伟大的创业”。创业

卫星智能化概念图

星测未来的产品架构示意图

星测未来的产品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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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终点是什么？如果只是用二元划

分的方法，它就是成功和失败。但

跳出二元划分，更关注过程而不是

结果，那重要的就是旅途本身。

当普遍意义上的“成功”不再

是唯一的衡量目标时，“失败”也

不是一个可怕的字眼了。

“对公司来讲，我们必须意识

到创业失败会对每个人产生冲击，

将带来巨大的伤害和风险，一定要

警惕。所以公司做了很多工作，比

如增加现金流的战略纵深，增强抵

御风险的能力。但是如果回归到个

人来说，无论是否在创业当中，只

要在每一段旅途里更关注过程，更

关注每天做的事、与周围人的连结，

那么个人的成功和失败在这个维度

上是被消解的。”曹德志说。

也许作为一个参与探索星空的

人，理当有这样开阔的价值观。

在人生道路的选择中，曹德志

后来跟随的导师曾鸣副教授叮嘱过

他一句话：“如果找到了自己想做

的事情，想清楚了，就全力以赴去

做。”这也让他和仓基荣在开启事

业之后，最终决定暂停学业专注创

业。

学生创业很难，从擅长的科学

研究到陌生的商业洞察，需要完全

不同的视角转换，从校园人到公司

管理者的身份转变，更是一次人生

的系统升级。技术研发需要前瞻布

局，人脉资源需要积累，市场商务

需要开拓，公司运转得摸着石头过

河。究竟哪一项任务更难，曹德志

选不出来。

不过在遇到困难时，他逐渐理

解，所有困难，其实考验的都是个

人快速学习的能力、面对恐惧时的

心态沉稳度、科学的评估过程以及

团队和公司的协作等等。对清华人

来说，这些考验并不陌生。

这也是一个实力很强的技术团

队，他们一路参加比赛，从清华的

“昆山杯”“校长杯”，打到深圳

的创新南山“创业之星”，再到全

球级别的“东升杯”创业大赛，最

近的一次好成绩是拿到了“东升杯”

的全球第二名。

第一次将“星测”发射到太空

中是在 2020 年底。卫星上天后，

他们设计了一个任务徽章作为纪

念，这一页就算翻过去了。同样的，

2022 年的发射一结束，团队马上就

投入了新的征程，想象中的激动并

没有持续太长时间。因为产品上天

之前已经做过充分的地面测试，在

轨表现什么样，所以在哪个阶段会

出现什么情况，如何应对，都是非

常明确的，但接下来还有很多技术

难关需要攻克，不少运营琐事等着

处理，或许没有太多时间来反复回

味成功的喜悦。

清华学术科研的实干风格传承

到了公司里，一个阶段完成了，画

上句号，接下来就继续前往新的地

方。

同样是商业航天，同样是技术

创业，有人常常会好奇他们是否有

成为“中国马斯克”的野心。

“我们不必成为中国的马斯

克，我们做好自己就可以了。”曹

德志说，“大家可能有同一个使命

愿景，希望为人类进步做一些工作，

这个是相通的。但是站在国家的角

度讲，我们的路径并不相同。”

选择商业航天，也许不太可能

出现类似互联网行业的造富神话，

公司和核心团队都做好了 5～10 年

的长期准备。

他们很有耐心，也有雄心，

希望通过提高卫星的工作范围和效

率，让世界发生一些改变。

他们也还很年轻，在工作之

外总有一些可爱的举动。比如相约

去文昌见证火箭升空，比如收集了

全公司员工的姓名，要把大家的名

字搭载在接下来即将升空的新产品

上——“会永远留在太空中呢”，

公司里年轻的女孩开心地说。这又

是属于年轻人的浪漫了。

在采访最后，曹德志提出了此

次采访中唯一的一点要求：“请不

要在个人维度上过多着墨，个人的

东西虽然容易有共情，但我们更想

让大家知道的是，‘星测未来’是

一个清华的创业团队，我们在做商

业航天和高端装备制造，我们在做

一些开拓行业的事情。”

不知这个要求，是否也可以作

为他个人性格的一个注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