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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天宫”指方向
中国空间站测控通信系统，让天地间“面对面”

我和我的天宫
政府工作报告提到，要深入推进创

新驱动引领高质量发展，强化战略科技
力量建设。

随着航天员入住太空家园，中国空
间站开启了有人长期驻留的新时代。

在中国空间站的建设和保障中，不乏
长期以来默默坚持的“四川力量”，位于成
都的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研究所
（简称“电科十所”）就是其中一份子。

从神舟一号到神舟十三号，30年的
时间里，电科十所承研了我国70%的航
天测控网，为天宫空间站等航天器保驾
护航，是太空中重要的“指路人”。

如何为天宫空间站指方向？“天宫
课堂”等天地互联对话是怎样实现的？
日前，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我和我的
天宫”系列报道组走进电科十所，揭秘
背后的故事。

“风筝线”也是生命线
四大功能保障航天器运行

测控通信系统是一个怎样的系统？
它对天宫空间站等航天器有何意义？对
此，电科十所载人航天总设计师、副总工
程师柴霖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航天器
升空后，测控通信系统就是航天器和地
面的唯一联系系统，它就像“风筝线”，而
航天器就像“风筝”，风筝需要依靠风筝
线才能稳定飞行，对于航天员来说，测控
通信系统就是他们的“生命线”。

柴霖说，这个“风筝线”主要有轨道
测量、遥测、遥控和数据传输四大功能，
通过四大功能，既能保持空间站在理想
轨道正常运行，又可以维持空间站和地
面的联系。

据介绍，测量功能，就是从地面对
航天器进行测距离、测速度和测角度，
通过测量功能，可以判断航天器和理想
轨道有无偏差。如果有偏差，可以进行
及时纠正，确保航天器始终在理想轨道
附近运行；遥测功能，主要是测量航天
器上各种设备的工作参数、航天员的部
分生理指标，以确保设备正常运行和航
天员的健康；遥控，则是地面对航天器
进行控制，如变轨或给航天员发指令；
数据传输功能，是实现数据的高速传
输，通过数据以G为单位的高速传输，
实现天地对话、“天宫课堂”等功能。

“大家可以发现，航天员出舱活动
是直播的，‘天宫课堂’也直播了近一个
小时，并且多机位、多画面，声音、画面
也没有任何停滞或模糊，这表明我们的
测控通信网的传输速度已达到和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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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测控通信系统
稳定性、可靠性大大提高

测控通信系统作为航天器和航天
员的“生命线”，经过多年发展，有哪些
特点优势？又是怎样实现可靠便利的？

柴霖说，目前我国使用的第三代测
控通信系统有3个特点：综合化、高可
靠、国产化。

综合化，是指新一代测控设备具备
测运控一体化，既有传统测控功能，又
有高速数据传输功能，并且两类数据融
合传输，大力节省资源。更重要的是，
综合化设备和智能手机一样，可支持在
一套航天测控通信设备同时安装多个
APP，不同信号形式、工作模式、技术体
制的功能可同时或分时使用。“操作手
在执行测控任务时，颇有‘玩手机’的感

觉。”柴霖说。
高可靠则首先体现在设备各个环

节都可以交叉组合。柴霖说，测控通信
系统由天线、信道和基带3部分组成，第
三代“综合化测控体制”采用了资源重
组的先进设计理念和技术，即各部分之
间以交叉组合的方式重构出多种设备
形态，大大提高了设备使用率和任务可
靠度。

此外，新一代测控系统还配备健康
管理技术和远程支持技术，用“治未病”
的方式提高可靠性。柴霖说，健康管理
系统融合了传统的故障树、专家系统和
现代的大数据技术，将“发病-治病”模
式转化为“实时全身体检，预测疾病于
未然”模式；远程技术支持系统使得操
作手不必时刻关注设备健康状况，通过
卫通、光纤、互联网等多种手段，健康管
理中心可以远程对分布在各地（包括远
洋）的测控站进行体检和维护，大大节
约人力资源，提升工作效率。

“在新一代测控系统中，从软件到
硬件，从基础元器件到整机、系统，已实
现国产化，稳定性、可靠性大大提高。”
柴霖说。

从上世纪90年代初，我国开始了
载人航天测控通信网的建设。30年
来，从学习借鉴到突破创新，从百分
之十几的测控覆盖率到100%的测控
覆盖率，我国载人航天测控通信网的
建设走出了一条具有自己特色的发
展道路。

“没想到发展速度这么快。以前想
着，中国的空间站要上天，至少得2030
年后了，那时我可能都退休了，现在能
在一线参与天宫空间站建设，我觉得很
骄傲、很自豪。”柴霖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陈彦霏

遭遇家庭暴力时，该怎样保护自
己？离婚时，平时负责家务劳动一方的
权益该如何保障？法院在保护未成年
人权益方面，又有哪些做法？

1月19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联
合封面新闻、四川法治报推出“法官来
了”专题节目。

1月20日，该专题节目第二场直播
访谈聚焦妇女儿童权益保护，四川省高
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尹宁
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少年家事审判
庭庭长臧永做客封面直播间，回应网友
关心的问题。

遭遇家暴怎么办？
可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去年，网红“拉姆”案开庭审理，再次
引发社会对于家庭暴力的关注。如果不
幸遭遇家暴，我们该怎么办？向法院申
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就是其中一项措施。

实际上，在2016年正式实施的《反
家庭暴力法》中，就提出了人身保护令
制度。尹宁宁说，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
是指当事人因遭受家庭暴力，或面临家
庭暴力的现实危险，向法院申请人身安
全保护，由法院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

如被申请人违反此令，可以视情节追究
相应责任。2021年，四川全省法院共发
出妇女、儿童人身安全保护令131件。

在成都，为提高反家暴的效力，成
都法院建立了一站式反家暴机制。臧
永说，根据该意见，成都法院在“蓉易
诉”电子诉讼平台及“天府市民云”城
市服务平台设立“一站式”反家暴受理
专栏。家暴受害人可在线上传证据材
料，通过这两个平台申请人身安全保
护令。平台收到申请及相关证据材料
后，自动转介有管辖权的基层法院进
行审查，审查法官可以根据家庭暴力
评估量表，精准识别家庭暴力，公安、妇
联可以同步跟踪案件进展情况，以此保
护家暴受害人的合法权益。

婚姻关系破裂
负责家务多的应得到更多补偿

2021年10月，四川省第一份制式
《离婚证明书》发出，消息一出，迅速引
发众多网友围观。这是四川法院的一
项创新做法，既为市民提供了便利服
务，又保护了当事人隐私。

在现实生活中，有的婚姻一方为了
照顾家庭，放弃就业；有的家庭，特别是

女性一方，在家庭生活中承担了更多的
家务劳动，甚至承担了全部家务劳动。
如果双方婚姻关系破裂，付出较多家务
劳动的一方在离婚时如何保障自己的
权益？

尹宁宁说，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夫
妻一方因在抚育子女、照料老人、协助另
一方工作等方面负担较多义务的，离婚
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应当
给予补偿。也就是说，只要一方负担较
多家务，就可在离婚时获得额外补偿。

“和《婚姻法》不同，《民法典》认为，
现实情况下，许多人既在外工作，也从
事家务，为此，从事家务一方对家庭的
贡献更大，应当得到更多补偿。”尹宁宁
说，不仅如此，即使从事家务一方不在
外工作，但她（他）牺牲了自我的社会发
展和提升，如一旦遭遇离婚，从事家务
一方为此承担的风险、损失更大，也应
得到更多补偿。

家庭教育
法官教你如何“依法带娃”

随着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家
庭教育促进法》正式施行，家庭教育从
传统“家事”上升为重要“国事”，如何

“依法带娃”成了许多家长关心的问题。
在臧永看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家

庭教育促进法》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就
是引导家长按照科学的方法和理念教
育孩子。

如果父母没有履行家庭教育责任，
可能会存在哪些法律责任？臧永说，这
不再是简单的“家务事”，“村委会、居委
会、妇联等机构一旦了解到这个情况，
可以对监护人进行批评教育、劝诫制
止，必要时督促其接受家庭教育指导。”

更甚者，涉及到侵害未成年人合法
权益的，或者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时，公
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还会在
办理案件过程中，根据情况对监护人
予以训诫，可以责令其接受家庭教育
指导。比如去年10月，泸州市叙永县
法院发出了全省首张《责令接受家庭
教育指导令》，依法对一未成年女孩的
父母进行了训诫。

近年来，未成年人免性侵保护备受
关注。对此，尹宁宁说，全省法院始终坚
持“零容忍”态度，坚决依法严厉惩处。

据了解，四川法院还建立了性侵未
成年人违法犯罪人员信息库，为未成年
人免受性侵建立了一道“隔离墙”。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戴竺芯

离婚时能否请求家务劳动补偿？
“法官来了”第二场直播访谈聚焦妇女儿童权益保护

2021年12月9日，学生们通过测控通信系统，在北京中国科技馆参与“天宫课堂”。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