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9月20日7时01分，长征六号火箭成功将20颗微小卫星送入太空。不仅标志着我国长征系
列运载火箭家族再添新丁，而且创造了亚洲一箭多星发射的新纪录。无论是火箭还是卫星，有一群年轻而
充满梦想的青年正成长为研发队伍的中坚力量。从今天起让我们一起来倾听他们的飞天圆梦历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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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言] 谈到成功后的感受，韦明川

说：“志同道合的伙伴是难得的财

富，（航天工程）经验丰富的老师是

难得的益友，最难得的是一所敢于

支持学生‘真刀真枪’参与航天项

目的大学。”

“紫丁香系列纳卫星研制意义

重大，所涉及到的不仅是科研攻关

上的创新，更有教学方法、管理模

式、人才培养上的创新。好多人的

毕业设计都跟纳卫星的研制有

关。”哈工大校长助理、航天学院院

长曹喜滨说。据悉该校是我国最

早一批参与航天工程的院校之一，

拥有自主研发卫星的丰富经验。

纳卫星研制可以为国家培养新一

代复合型航天人才，为学校建设世

界一流大学做出有益尝试。

我国首颗由大学生自主设计、研制与管控的纳卫星发射成功

5年接力“紫丁香”太空终绽放
成片的紫丁香花是哈工大人及校友记忆中最美的风

景，每年，带着沁人的香气它们次第展开笑脸，开启这座
95年历史的大学梦一般的春夏。正因如此，当哈工大学
生团队开始卫星研发的梦想之旅时，不约而同地把紫丁香
作为卫星的名字。前天，20颗卫星之一的“紫丁香二号”
卫星搭载“长征六号”火箭成功升天。这是我国首颗由高
校学生自主设计、研制与管控的纳卫星，也标志着哈尔滨
工业大学的人才培养模式完成了一次新的尝试。

青年报通讯员 吉星 马晓雪 记者 刘昕璐

韦明川是个“爱做梦”的学生，他
的一些梦想在别人眼里总有些天方
夜谭，比如发射卫星。

中学时代的韦明川在创新实践
和电子信息方面就有着不俗的表
现，2009年考入哈工大不久，他就
加入了无线电俱乐部。哈工大有
着自主研制小卫星的成熟经验和
辉煌表现，2009 年 12 月 15 日，中
国首颗业余无线电通信卫星“希望
一号”发射成功的消息让他为之一
振，他萌生了自己动手研制小卫星
的梦想。

他悄悄地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
几个考入其他大学的高中好友，但大
家却“嘘”声一片。“你听说过哪个大
学让学生研发卫星？还能发射？”大

家的否定让他有点动摇，他试探着找
到几个平时谈得来的老师，简单表达
了自己的想法。没想到，老师们却挺
一致：“咱们学校向来欢迎‘爱做梦’
的学生，向来支持学生创新，别动摇，
这是件好事。”

有了老师的鼓励，韦明川渐渐结
识了一群和他一样有着“卫星梦”的
小伙伴：郭金生、俞阳、吴凡、夏开心、
冯田雨、王骋、张天赫、苗悦、邱实、胡
超然、张扬雨、米明恒、张冀鹞、龚肇
沛、裴乐等，当年的这些小伙伴后来
都是“紫丁香二号”的团队骨干。

“是QB50工程项目让我们真正
成为一个团队，并且凝聚出战斗力
来。”已经成为两颗卫星总体设计兼
测控的韦明川介绍。

“爱做梦”的学生在老师鼓励下不惧嘘声

2010年11月，哈工大卫星技术
研究所的青年教师王峰在荷兰做访
问学者时得知QB50工程将要启动。
QB50工程由比利时冯卡门流体动力
研究院联合欧空局等机构，于2010
年提出，邀请全球高校参与，采用50
颗立方体卫星组网，计划2016年底
发射。该工程是目前世界上参与国
家和地区最多的微小卫星国际合作
项目，也将是一次发射卫星最多的项
目。王峰马上向航天学院汇报，提出
哈工大是否可以组建学生团队参与
此事。

航天学院院长曹喜滨果断决定
参与此事。2011年夏天，韦明川正
在和业余无线电俱乐部的伙伴们为
自己进展缓慢的小卫星计划苦恼。
偶然在网上看到学校参与QB50工程
的消息后，他难耐欣喜，第一时间找
到了负责人王峰申请参与项目。

学校非常支持这些心怀梦想的

孩子，各相关部门的积极配合下，围
绕“科研服务于拔尖创新人才培养”
的目标，国内首个由学生亲自参与设
计、研制、调试与应用的微纳卫星团
队正式成立。学校投入资金扶持学
生们研发，“紫丁香一号”诞生。

机遇不断，就在“紫丁香一号”的
研发期间，国内某项目启动，高校学
生自主研发的卫星有机会发射！哈
工大高度重视，再次投入财力、物力，
全力支持，航天学院曹喜滨院长主动
推介，2014年3月，该校纳卫星研发
团队正式提交参与此项目的意向书，
这就是现在的“紫丁香二号”。由于
该项目的发射时间比“紫丁香一号”
的发射时间更早，就出现了“二号”先
于“一号”发射的情况。据悉，“紫丁
香二号”是哈工大的第五颗卫星，重
12公斤，对探索微纳卫星在未来航
天装备和国民经济建设中的作用具
有积极意义。

参加国际卫星组网项目促“紫丁香”诞生

这支团队以卫星技术研究所为
依托，凝聚了学校航空宇航与科学技
术、力学、计算机技术、控制工程、机
械工程、通信工程、电气工程、热能工
程等8个学科的本科、硕士和博士研
究生40多人，是一支学科交叉的研
制团队。通俗地说，就是一支混搭的

“梦之队”。
“以学生为主的研制模式给了我

们充分的发挥空间，大家自主学习、
钻研攻关，激发和锻炼了迎难而上、
不怕困难的意志力，而跨学科、跨专
业的协作攻关也让我们在一起扬长
避短。”韦明川分析。

“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尽量自
己解决，即便不得已求助老师，有了
之前的冥思苦想、反复实践，对专业

技术的掌握也更加深入、透彻。”
2014级硕士研究生吴凡如今是姿态
控制系统负责人。他坦言，研制卫星
的过程让他收获了许多书本上学不
到的知识。

毕业了，梦还在。2014年毕业
的冯田雨到浙江工作，但作为曾经的
卫星电源分系统负责人，他下班后的
时间多数都给了这两颗“紫丁香”，节
假日，也经常跑回来协助大家。“我们
从来没觉得他已经毕业了，就当他出
差了。”伙伴们经常这样调侃他。

此外，业余无线电俱乐部的米明
恒、张冀鹞、胡超然、吴庭丞等几位同
学负责地面站的管理和建设。就是
这些混搭在一起的同学们，完成了这
个艰巨的挑战。

今年9月20日早7时01分，“紫
丁香二号”发射！这意味着我国首颗
由高校学生自主设计、研制与管控的
纳卫星发射成功！

正在地面站里工作的同学和来
观摩的老师们，情不自禁的欢呼起
来。大家激动地拥抱在一起，灿烂的
笑脸上挂着感动的泪水。

卫星总体设计兼测控韦明川却
平静的多，他事后回忆：“成功的那一
刻，我有几秒钟的走神，突然想起刚

起步的时候我们的梦想被人质疑，如
今只有短短的5年，它已经发射升空
了！”

“紫丁香二号”发射成功的消息
发布后，团队成员们收到了来自四面
八方的祝贺。很多同龄人发来短信：

“你们把梦做上了天，牛！”“还有什么
比支持学生发卫星的大学更酷？”有
了这次的经验，团队成员们对“紫丁
香一号”更有信心，因为他们坚信梦
想并不遥远！

多学科混搭的“梦之队”毕业了也不放弃

卫星升天的那一刻“造梦者”却很平静

伙伴固然难得
学校的支持最给力

学生团队在研发卫星。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