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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涛1972年出生于山东，父母是当地

高校的老师。自小，他在相对轻松的“放

养式”环境中成长，父母鼓励他探索自己

的兴趣，当同龄小伙伴们还在嬉戏打闹

时，他着迷于各种机电装置原理，搭建电

子电路、制作灵巧结构，甚至自己动手做

化学小实验。中学时，他仅需翻阅物理教

材的前几章，就能猜出后面要讲的内容，

物理成绩几乎都是满分。

闲暇时，张涛喜欢读凡尔纳的科幻小

说，印象最深的是《神秘岛》。书中，一

群人乘热气球探险，不幸坠落到一个无人

岛上，其中的工程师们在重建家园的过程

中展示了科技改变世界的力量，这深深打

动了张涛。他希望自己未来也能成为一名

优秀的工程师，于是将清华大学作为自己

的目标。

1990年，张涛圆梦清华，以优异的成

绩考入了清华大学热能工程系动力工程与

控制专业。来到清华园，浓厚的学习氛围

使张涛沉浸其中，无尽的知识宝藏和可能

性等待他去探索。“我所在的专业涉及

他用科技让世界更“凡尔纳”
○任风远

了工科的大部分学科，从热能、燃烧、流

体、机械、电，到整个动力系统的仿真优

化控制……面特别宽，这特别好。”

“A++ Very good ！”

学校里张涛最常在的地方就是实验

室。每涉及到动手环节，或是将理论应

用于实际，张涛的表现都非常突出。有一

次，他提交了一份物理实验报告，老师不

仅给出了一个少见的A++，还意犹未尽地

补写了一句“Very good！”这应该是老

师极少给出的成绩。张涛也从这件事上收

获了更多的信心，他说：“学校对学生非

常鼓励，老师能看到你的闪光点。”

大学期间，张涛深耕自己的爱好，除

了本专业以外，他还深入研究电子学、计

算机和软件等领域，甚至会结合自己的兴

趣和专业需求开发软件系统，帮助老师做

一些电子产品。他所修的电子学课程基

本上都是满分，同学们至今还常常说起电

子学老师每次考试都要先找出他的卷子，

批阅后作为范本。张涛认为，兴趣爱好是

最好的学习动力。“好奇心是应永远保持

的。直到现在，我遇到什么事会自然地去

想它的原理和系统构成。比如在餐厅吃

饭，遇到哪个菜好吃，我脑子里会马上想

象它的制作过程，分析它是怎样做出来

的。这是一种思维习惯，挺好玩的。”

本科毕业后，张涛又顺利在清华取得

了本专业的硕士和博士学位。他感慨：

“清华十年，不仅给了我广阔的学科视

野，更赋予我系统分析问题的方法和持续

2000年夏，王大中校长（左）

为张涛颁发博士学位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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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的能力。在此后的工作中，我能够将

复杂的多学科问题拆解得一清二楚，迅速

了解需要学习哪些领域，并找到解决问题的

思路，这都要归于在清华打下的基础。”

为科学家搭建太空实验室

2000年，张涛从清华大学毕业后选择

了创业，创办了一家软件公司。2007年，

他加入中国科学院，致力于载人航天工程

空间应用系统的总体技术研发工作。张涛

解释说：“科学家能够提出科学问题和实

验思路，但在太空中完整的实验系统则很

难给出设计，我们工程师的任务就是想办

法把它做出来，通过为科学家搭建太空实

验室，帮助他们在太空探索科学问题获取

科学成果。”

为各领域科学家搭建太空实验系统涉

及各种学科，张涛在理解和对接各种学科

的过程中游刃有余。他尤其擅长快速抓住

任务的核心本质，使困难的问题迎刃而解。

空间站任务论证时，天文学家需要飞

行器持续高精度瞄准遥远的星系，基础物

理学家需要超高的微重力水平。当大家苦

于不知如何解决如此高精度控制问题时，

张涛提出了一个思路：这实际上都是一个

惯性空间中状态保持问题，相对于惯性空

间，物体本身就是稳定保持初始状态的，

不理它、隔离干扰就是最好的控制。基于

这个思路，他提出并实现了两项专利技术

来助力科学家构建对应的科学装置。

针对快速兴起的人工智能技术，张涛

在2018年初提出人工智能生态学问题，预

见到人工智能需要关注数据集近亲繁殖带

来的种群退化问题，认为高质量新鲜数据

源是解决问题的基础，并作了专题学术报

告，而近期这个问题也成了AI行业的关注

重点。类似的事情可以说是经常发生。

从接触载人航天工作的第一天，直至

担任载人航天工程空间应用系统副总师、

牵头负责空间站应用系统总体技术工作，

张涛谨记清华人的报国情怀。他认为强大

的航天技术，不仅代表着国家的技术前

沿，还能带动各个产业的发展，能够真正

展现国力、有益于国计民生，也正因此，

航天梦就是航天人的强国梦。

以商业航天模式继续铸造大国重器

2020年，张涛做了一个重要决定，成

立椭圆时空科技有限公司，一家智能卫星

制造和综合应用解决方案服务商。这个决

定的背后，源于张涛对航天技术需求的洞

察，特别是商业化应用市场对卫星提出

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他构想了一款集通

信、导航、遥感于一体的卫星，各功能互

相增强互相融合，希望以此来实现天地一

体化的闭环大系统，满足广阔的市场需

求。“如果说此前在中科院的工作是技术

驱动创新，这次创业则属于市场需求驱动

创新。我想通过市场化手段推动高科技发

展，让更多社会资源参与进来，继续为铸

就大国重器而努力。”同时，为了保持不

断的前沿探索能力，在学校的支持下，张

涛和团队在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建立了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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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数字技术研发中心，作为学术支撑单元。

2021年，张涛遇到了投资人杨向阳。

杨向阳是清华大学1980级数学系校友，毕

业后曾被选派到深圳支援深圳大学建校，

此后作为中国最早期的天使投资人之一，

杨向阳打造了“中国创造”系列投资项

目，在投资界有很大影响力。2021年，杨

向阳本来已经打算退休，但在了解了张涛

的创业想法后，他认为这是一个“大而重

要”的事情，应该成为“中国创造”系列

的封山之作。

张涛认为杨向阳做投资不仅是出于单

纯的商业目的，也是希望用民间的资金帮

助中国企业实现真正领先全球的技术，而

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流淌在清华人记忆深

处的家国情怀。两个相差十年进入清华读

书的校友一拍即合，共同走在了“航天报

国”和“中国创造”的道路上。

从“不可能”到领跑全球

成立公司之初，几乎所有的业内专家

都认为，通信、导航、遥感三者不可能整

合到一个卫星系统中，因为按照传统设计

理念，它们之间存在冲突，不同卫星对轨

道的需求也不一样，从现有技术上看这

是无法实现的。张涛却认为传统方式受制

于思维定势，他根据自己对技术和市场需

求的理解，坚信通导遥一体化卫星是可行

的，只需逐步拆解遇到的一个个问题。

他用了一个比喻来形容当时的状态：

“这就好比在多年以前的条件下，我要开

一个出租车公司，一开始我设想的并不是

自己造汽车。但如果你要做无人出租车公

司，当时没有人能提供你所需的汽车。那

么，我们就自己做。”于是，公司决定采

取抓总研制卫星的方式，类似于汽车主机

厂，自己做总体设计和核心分系统研制，

成熟的组部件从外部订制。整个过程中，

张涛带领团队，从设计、仿真，到总装、

测试、入轨运行，从一开始的设计分解，

到每一个单项技术，最后发现这些技术

不仅能放在一起，还能互相增强。凭借先

进的技术架构，公司用了不到两年时间就

在全球率先完成了单星通导遥一体化技术

研发，显著提高了我国在航天领域的技术

先进性水平。随着卫星成功研制和入轨运

行，行业逐渐认可了这一创新技术，许多机

构和专家也宣布要研制通导遥一体化卫星。

打造“星池计划”，当科幻照进现实

基于通导遥一体化卫星技术，公司推

出了自主建设并运营的卫星星座“星池计

划”。张涛解释：“实际上，它是一个天

地一体的大系统，被称为即时广域综合感

知系统。我们通过卫星的组网运行建立

了一个高精度的时空基准，将地球置于精

细的四维时空网格中，通过多模式遥感和

地面传感器等各种手段获得的高质量强关

联数据，可以通过在轨卫星或天地联动进

行分析处理，形成指令下发到地面自主设

备，从而形成一个地球尺度的广域系统动

2023 年 11月，在发射场完成星箭接口装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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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管理控制平台。”

“星池计划”的规划实施也得到了学

校和校友们的鼓励与大力支持，大家为项

目出谋划策、对接资源。南方科技大学校

长、清华大学原副校长薛其坤院士了解到

项目规划后，认为“‘星池计划’对我国

未来核心竞争力意义重大”，这些鼓励与

支持更加坚定了张涛的决心和信心。

“星池计划”星座具有强大的星座边

缘计算和智能处理能力，可实现天地能力

的智能协同，拓展用户服务范围，提升用

户需求响应速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森林

火灾监控，当地面传感器检测到温度异

常，与其直连的卫星可以精确定位，通过

即时遥感获取气象条件，并对火灾现场多

模式成像，从而获取地面可燃物构成、分

析温度分布、预测火焰传播，制定精准的

灭火策略。几分钟内，卫星就可以获取精

确到厘米量级的数据，还可以直接通知无

人机去投放灭火弹，实现从监控到灭火的

闭环管理。

目前，“星池计划”已于2023年12月

成功发射三颗卫星，并应用于多种场景。

例如近期公司正展开与某地国家电网公司

合作，利用公司研发的电网杆塔监测系

统即时监测杆塔的沉降、倾斜，线路应

力、接点温度和舞动幅度，支持业务系统

即时处置隐患防止电力中断对工业社会的

冲击；公司还可以根据气象条件提升新能

源发电量预测精准度，降低新能源的弃电

率，这使电网能够提前制定调度计划，减

少电力浪费，优化绿电利用，科学调峰火

电站，确保能源安全、绿色和稳定供应。

“星池计划”星座一期计划于2026年

完成组网。届时，星座可实现通导遥一体

化、感知孪生一体化、空天地海一体化，

为电力、石油基础设施智能巡检、期货大

数据、农业保险、双碳、应急减灾、海洋

设备设施监管、生态环境监测等众多领域

提供灵活多样的支撑。

每当张涛回忆起首批卫星成功发射的

情形，都仍如电影回放般历历在目：卫星

出厂后用大集装箱车运到酒泉卫星发射基

地，同事们在戈壁滩展开发射场测试工

作，将卫星装入火箭，等待发射窗口，一

切紧张有序。到了发射当天，张涛在塔架

附近观看火箭实体点火起飞，等到火箭上

天，看不见了，他才跑到指控大厅去看数

据。他感觉卫星发射就像自己的第一个孩

子要降生了，得知卫星运行一切正常时，

他才彻底松了一口气：“在这一专业领域

我们做到了领跑世界，多少也有扬眉吐气

的感觉。”庆功宴上，他即兴写下《庆金

枝 · 鸿鹄》以表心志：

双星征九霄，碧空灿，映扶摇。
见微行远自升高，领前路，看今朝。
鸿鹄壮志凌云跃，琢重器，立新标。
星池初建显清超，览天地，辨分毫。
“鸿鹄”是张涛给那次发射任务取的

代号，也是志存高远、卓尔不凡的象征。

“我们不仅要引领前沿技术，还要确保这

些技术能真正服务于社会。” 昔日那个

喜欢读凡尔纳科幻小说的少年，正在领

跑航天应用生态的路上努力前行：“‘星

池计划’想做的事情，很大程度上是把整

个地球当作一个复杂系统在管控，实际上

也是比较科幻的。”如今，科幻场景已照

进现实，他为自己和公司确立了“星领未

来，经世致用”的使命，努力续写报国新

篇章，用科技给世界带来更美好的改变。

“现实世界中凡尔纳的科幻场景正一个个

实现，科技可以让世界更‘凡尔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