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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伟

渭南高新区全力打造低空经济新引擎

在近日举行的第九届丝绸

之路国际博览会暨中国东西部

合作与投资贸易洽谈会上，渭南

高 新 区 低 空 经 济 展 区 成 为 焦

点。展台中央，一架HE-1A型多

功能固定翼无人机模型吸引了

许多参展者的目光。

2024年 9月，这架由陕西华

鹰众行航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华鹰航空”）自主研发的无

人机在榆林市靖边县的无人机

试验测试中心首飞成功。如今，

华鹰航空无人机生产总装基地

落地渭南高新区，实现了渭南区

域低空经济产业链从“0-1”的突

破。

“选择渭南高新区，是出于

区位与资源的双重考量。”华鹰

航空总经理张文表示，渭南市紧

邻航空重镇阎良，坐拥国家民机

科研试飞基地与蒲城内府通用

机场双重资源，地理协同与专业

保障优势显著。

更让该企业心动的是渭南

高新区对企业“拎包入驻”的诚

意——场地适配、设施完善、政

策优惠等优势条件精准化解了

企业重资产投入的顾虑。华鹰

航空无人机生产总装基地建成

后，将成为无人机结构生产、系

统集成与交付试飞的“大本营”，

HE-1A型无人机将在此进入量

产总装阶段。

量产的背后，是硬核技术实

力作为支撑。

张文介绍说，HE-1A型无人

机定位多功能大型运输机的最

大起飞重量达4000公斤，有效载

荷能力达 2000公斤。尤为关键

的是，该无人机能在复杂电磁

环境、短距简易跑道（砂石、草

地）、高原海岛及昼夜全天候条

件下稳定运行，并配备空投装

置与机翼多功能挂点，可快速

转换任务模块，适用于应急救

援、物流运输、通信中继等多个

领域。

“100%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

飞控系统与庞大的故障数据库，

是无人机飞行安全的基石，也是

产品高质量准时交付的底气所

在。”张文说。这份底气正在转

化为市场动能——HE-1A 型无

人机聚焦物流运输痛点，投产后

将满足大型支线物流、复杂地形

物资投放及应急救灾需求。

一架无人机的腾飞，不只是

整机组装。如今，渭南高新区正

着力构建“整机牵引—部件协同

—场景驱动”产业生态，已形成

以无人机整机制造为核心，陕西

华诚领航电磁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的高精度电磁阀、渭南木王智

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精密金

属探针、铂力特（渭南）增材制造

有限公司的轻量化点阵结构材

料等关键配套协同发展的产业

格局。

在陕西聚高增材智造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的 3D打印生产线

上，机器快速运转，批量生产无

人机零部件。

“在无人机研制领域，3D打

印具备快速研制、轻量化设计、

低成本短周期等优势。”陕西聚

高增材智造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总经理舒英杰介绍说，“从机翼

到油路管道，3D打印让设计迭代

与适配效率大幅度跃升。我们

依托西安交通大学的科研团队

成立集3D打印工艺研发、成果转

化与应用推广于一体的特种材

料增材制造产业研究院，力争在

材料更新与工艺改进方面发挥

‘3D打印+航空’的更多优势。”

产学研的深度融合为渭南

高新区低空经济产业发展再添

动力。“依托秦创原增材制造产

业创新聚集区，渭南高新区打造

高校研发+企业转化+平台服务

‘三位一体’创新体系。”渭南高

新区火炬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

司董事长白冠宇说。

铂力特（渭南）增材制造有

限公司研发的无人机钛合金结

构件一体化成型技术，通过拓扑

优化设计与增材制造工艺融合，

不仅实现了核心部件减重 30%，

还将量产良品率提升至 98%以

上；陕西益信伟创智能科技有限

公司联合西安交通大学团队攻

关研发的耐高温复合材料技术，

突破600摄氏度高温环境下材料

性能保持率超 90%的技术瓶颈，

为工业级无人机拓展高温作业

场景提供关键材料支撑。

低空经济浪潮奔涌，渭南高

新区已精准卡位。作为战略性

新兴产业，低空经济产业链条

长、场景广，既涵盖传统通航，又

深度融合无人机支撑的生产服

务新模式，对构建现代化产业体

系意义深远。

“渭南高新区紧抓国家战略

机遇，立足陕西厚实的航空工业

根基与西安都市圈协同势能，系

统布局全产业链：以华鹰航空无

人机生产总装基地为核心驱动，

以秦创原增材制造产业创新聚

集区和空域管理改革试点为双

引擎，通过优化政策服务、开放

应用场景、集聚要素资源三大支

撑体系，推动全链技术突破与应

用落地。”渭南高新区发展和改

革局局长李喆说。

如今，渭南这片热土正以清

晰的路径与坚实的步伐，为低空

经济新“引擎”注入澎湃动能，驱

动区域经济向更高远的天空蓄

势“起飞”。

▶ 耿杨洋

6月18日，本报记者跟随“活

力中国调研行”北京市主题采访

团走进北京商业航天企业，见证

了集中体现高质量发展、新质生

产力、科技创新与高端制造能力深

度融合的商业航天“北京实践”。

5月19日19时38分，在山东

省附近海域，中国商业航天的明

星产品“谷神星一号”火箭第20次

发射成功，将4颗卫星送入轨道。

5月份，“京”字号商业航天

企业动作不断：蓝箭航天空间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

箭航天”）自主研发的“朱雀二

号”改进型遥二运载火箭成功点

火升空；北京中科宇航技术有限

公司“力箭一号”遥七运载火箭

成功发射；“塔大胡杨一号”卫星

由“力箭一号”遥七运载火箭成

功发射……从“全球首枚液氧甲

烷火箭成功入轨”，到“百台液体

发动机批量交付”全面提速，蓝

箭航天正在以“更快、更强、更可

靠”的能力，锻造商业航天新质生

产力的北京“星河样本”。2023
年，蓝箭航天自主研制的“朱雀二

号”遥二火箭成功发射，成为全

球首款成功入轨的液氧甲烷运

载火箭，不仅填补了国内空白，

也为中国液体火箭领域打开了

更环保、更高效、更具复用潜力

的发展路径。与此同时，该企业

在酒泉东风试验基地建成我国

首个液氧甲烷地面发射工位，这

也是国内首个由民营企业主建

主运的商业火箭发射平台，为我

国多样化航天发射能力注入“商

业动能”。

“短短几年，蓝箭航天从‘制

造一枚火箭’，跨越至‘年产百台

发动机、数十枚火箭’的能力跃

迁，跑出一条科技型企业高质量

发展的‘加速度’。”蓝箭航天媒

体公关负责人李晓明介绍说，从

北京亦庄总部到长三角地区，蓝

箭航天围绕液体运载火箭构建

了覆盖研制、生产、试验、发射的

完整产业链条。

翻开北京星河动力航天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

河动力”）的成绩单，亮点满满：

2020年 11月 7日，“谷神星一号”

火箭首飞成功，中国民营商业运

载火箭首次进入500千米太阳同

步轨道；2021年 12月 7日，“谷神

星一号”连续发射成功，中国民

营火箭首次实现连续发射成功

和首次一箭多星商业发射；2023
年 1月 9日，“谷神星一号”实现

五连胜，中国民营商业运载火箭

进入规模化发射新阶段；2023年

9月5日，“谷神星一号”运载火箭

首次海上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2024年 6月 6日，“爱神星”首飞

成功，商业航天首次实现火箭末

级留轨创新应用……

在火箭领域，星河动力自研

的“谷神星一号”运载火箭凭借

高频次发射成为行业著名的“劳

模火箭”。星河动力联合创始

人、副总裁夏东坤随即以2023年

为例，他说当年，星河动力航天

完成 7次火箭发射，取得了商业

航天企业全球排名第三、国内排

名第一的佳绩。

作为我国商业航天领域第

一家独角兽企业，银河航天（北

京）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银河航天”）是我国领先的卫

星互联网解决方案提供商和卫

星制造商。记者在采访中了解

到，目前，银河航天已成功发射

自主研制的25颗技术先进卫星，

包括全球首颗高频低轨毫米波

卫星、我国首次批量研制的低轨

宽带通信卫星、我国首颗使用柔

性太阳翼的平板可堆叠卫星，批

量研制的 SAR卫星、中高层大气

临边探测遥感卫星等。

“京”字号商业航天企业动力

澎湃，其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是什

么？

“经过多年的培育，北京市

的商业航天赛道呈现出百花齐

放态势，商业卫星、商业火箭、商

业测控等企业如雨后春笋般不

断涌现，全产业链商业化落地提

上日程，产业链生态不断完善。

在政策、技术和市场的同频共振

之下，‘京’字号商业航天企业迎

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夏东

坤说。

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

相关负责人表示，为加快推动商

业航天创新发展，北京市科委、

中关村管委会会同市区各部门

重点从核心技术攻关、高能级平

台创新、重大项目投资招引、产

业布局优化、央地协同、国际合

作等方面统筹发力，取得积极进

展。目前，北京市拥有商业航天

领域高新技术企业超过300家，商

业航天百强企业、上市企业和独角

兽企业均占全国半数以上。

国内知名科技咨询机构泰

伯智库此前发布的“2024中国商

业航天企业百强”榜单显示，46
家百强企业在北京。北京市的

商业航天企业涵盖运载火箭、卫

星制造、地面站及终端设备、卫

星应用服务全产业链，产业链条

为国内最全，且“南箭北星”格局

初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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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神星一号”运载火箭发射。 银河航天方舟实验室技术人员测试灵犀03星。

“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二运载火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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