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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了就能上天？

5万元起步，

将逝者的骨灰送往太空，

通过卫星追踪功能，

随时与逝者保持联系

……

这个清明节，

“太空葬”这个新奇而特殊的殡葬形式，

闯入了公众的视野。

它真的能被实践吗？

是智商税，还是真科技？

到底靠不靠谱？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全球只有三家从事“太空葬”服务的公司，其中中国就有一家
，预计今年年底将发送一批逝者遗物和骨灰至太空。知名航空博主表示，“太空葬
”技术难度不大，但需考虑服务的长期性问题。同时，“太空葬”作为新型殡葬形
式，在观念弥合和市场开拓上，或许还有不短的一段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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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将纪念品放入盒子中，当作卫星配重载荷装入卫星发上太空。受访者供图

记者随后联系上该公司创始人王昊，作为一个互联网出身的“航天人”，谈及最初
做“太空葬”的契机，他坦言，自2016年中国航天开放民营企业介入权以来，“遥
感卫星和通信卫星的制造和发射，以及进行相关的卫星产品和卫星互联网产品研发
”，是公司的初衷。但从企业的持续化发展考虑，星愿航天发射的卫星除了为其他
企业提供技术上的支持，也参考过“卖卫星命名权”的做法。

但当他到卫星工厂考察，发现为了保持卫星的重心稳定，每一颗卫星上除了基础设
施，还有必不可缺的“配重模块”，而传统的配重模块大多是金属物质，“既然配
重模块必须存在，为什么不换成更有意义的东西呢？”于是，在保证卫星正常运行
、提供好基础服务的前提下，“顺便”提供“太空葬”这一服务的想法，成了一个
“一举多得”的选择。

为了实现这一想法，星愿航天研制了“可调节重量的卫星配重模块”，并申请了专
利，“简单来说，我们把原本实心的配重模块变成了空心，这样就可以放入自己想
放的东西了。”

他进一步解释道，公司发射的卫星并不是以承载纪念品为主要目的，他用了一个生
动比喻，“我们的卫星并不是‘专车’，只是在完成卫星本身的使命的同时，像‘
顺风车’一样，将实体纪念品一同送上浩瀚宇宙。既不会占用卫星轨道，也不会‘
不务正业’。”

至于是否会产生太空垃圾的疑问，王昊表示，卫星发射前，其运行轨道和频率都需
经过相关机构严格审核，通过后才会颁发发射许可证，而且卫星本来就需要有相应
的配重模块用以平衡卫星的重量，“我们只是将传统的金属配重模块换成了用户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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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寄送的物品，它们会和卫星一直在一起，并不会成为太空垃圾，也不会干扰科研
卫星的正常运作。”

《航空知识》杂志主编、知名航空博主王亚男也向记者介绍，实际上，“太空葬”
的概念并不新鲜，但现在把它推到商业舞台的前沿，让公众都能接触到，倒是一个
新鲜事儿。

就太空葬形式的可行性，王亚男认为，从技术上讲，它不算复杂，没有太大的难度
。它不需要研制专门的卫星，只需要借助已有的商业公司的卫星。把原本上面搭载
的任务设备拆掉，换成纪念品装载上去即可。卫星上会有一些相对简单的通讯系统
，为用户提供在轨的纪念或祭奠服务，“这个功能也不复杂，相当于智能手机的互
动功能，只不过它是通过轨道的通讯来完成。”

发射前需经过一系列安全测试

用户可亲手将物品放入卫星内

作为国内第一家能够真正实现“太空葬”的公司，去年三月，王昊和团队将两颗研
制的卫星（遥感卫星“暄铭号”及通信卫星“一土号”）搭载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
发射至太空，其中“暄铭号”遥感卫星装载了首批近50位用户的实体纪念物品，目
前正在相应轨道上正常运行。

2022年3月5日14时01分，星愿航天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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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太空葬”的成本和收益，王昊表示，一颗暄铭星愿卫星的测试成本、制造成
本加上发射成本在1000万元左右；去年项目发布后，近50人参与了太空纪念品项
目，收益在300万元左右。“其实光靠这个，哪怕整颗卫星都搭载了纪念品，也不
可能实现盈利。所以要实现整个卫星互联网的组件成功和运营，才是我们未来最根
本的商业计划。”

随着卫星事业的发展，王昊畅想，“未来在卫星信号全覆盖的基础上，我们不仅可
以在特定的日子里，收到卫星即将经过用户所在地上空的信息，甚至可以结合AI技
术，实现用户和‘被复活’逝者之间的实时对话。”他进一步说道，“尽管在外人
听起来，和逝去的亲友互动可能有些惊悚，但对于亲属来说，也许真的会有很大的
触动。”

尽管王昊自己也认为，要让公众了解并接受太空葬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不管用
多少年，我们都会坚持把这个事情推行下去，让大家逐渐接受这种绿色的殡葬形式
。”

王亚男认为，如果太空葬比购置墓地的价格还要低廉，至少是一种选择方式。但更
多人会考虑服务的长期性问题，比如卫星运行是否安全、在轨运行达到一定时限后
该如何解决，“这类卫星我觉得时间可能会非常长，它选择的轨道可能是有利于长
期运行，受大气扰动最少，不需要频繁调整的。如果这个卫星可以在服务最终阶段
加速走向遥远的深空，这是在技术上可以考虑的方案。”

王亚男表示，假如这项产业持续发展，未来卫星数量将会逐渐增多，轨道资源的使
用也是未来需要解决的问题。不过，王亚男认为，作为一种新型的殡葬形式，人们
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熟悉和接受，市场开拓还需要时间，这个标记着浪漫和永恒特
质的“太空葬”，或许还有不短的一段路要走。

综合：东方网、浙江新闻

来源： 东方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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