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前，我国已

经成功研制了两代

地球同步轨道数据

中继卫星系统。第

一代已成功发射天

链一号 01 至 05 五

颗卫星，第二代已

成功发射了天链

二号 01 至 03 三颗

卫星。

据介绍，与天

链一号采用东方红

三号卫星公用平台

相比，天链二号采

用东方红四号公用

平台研制，载重更

大、技术更强、性能

更优。其中，星间链

路天线更是突破了

大量难题，对用户目

标服务的数量增加1倍，服务效能大幅

提升。

今年6月发射的神舟十四号载人

飞船搭载3名航天员飞向太空，开启

为期6个月的在轨驻留。在此期间，

两代天链卫星系统将全天候为空间

站和地面站建起一条条信息“天路”，

为航天员在轨生活和工作保驾护

航。两套全球中继卫星系统的使用，
将使信息传输的可靠性和安全性大
幅提高。

本次发射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
第426次发射。执行此次任务的长征
三号乙运载火箭技术状态总体稳定，
与此同时，型号队伍始终坚持在设计
和研制过程中提升箭上可靠性、增强
地面设备使用安全性。航天科技集团
一院总体设计部总体副主任设计师张
涛介绍，本发火箭主要有3项技术状
态变化，进一步提高了可靠性。

文图均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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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年比地球年漫长得多

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科普主管王

科超介绍，像地球一样，火星既会“倾

斜着身子”自转，也围绕太阳公转。火

星的自转轴倾角为25.19度，这使得

在一个轨道周期当中，太阳的直射点

也在火星南北纬25.19度之间移动。

火星和地球一样，也存在昼夜交替和

四季变化，当太阳直射火星最南端，即

南纬25.19度时，就是冬至。今年，火

星于21日迎来冬至。

火星的自转周期为24小时37分

22.7秒，与地球十分接近。但火星年

的长度，却比地球年的长度漫长得多。

王科超说，火星的公转周期约为

687个地球日，即1个火星年相当于约

1.9个地球年，这意味着火星上的每个

季节有近6个月长。火星的上一次冬

至是2020年9月2日，这次则是2022

年7月21日。

火星围绕太阳运行的轨道是一个

偏心率为0.093的椭圆，比地球的公

转轨道扁得多，火星上的四季长度会

更不均匀。由于火星冬至时接近近日

点，天文学家计算发现，火星北半球的

春夏季比秋冬季长三分之一左右。

南北半球温差大形成沙尘暴

火星四季的温度也和地球有较大

区别。王科超说，火星到太阳的距离

是日地距离的1.52倍，接收到太阳辐

射能量更少，只有地球的43%，因此火

星上的每个季节，都比地球上更加寒

冷。“比如，今年5月火星北半球进入

冬季，夜晚最低温度甚至降到零下

100多摄氏度。”

当火星北半球进入冬季时，火星

正运行到近日点附近，太阳辐射强度

更大，此时火星南半球正处夏季，两

个半球形成的温差更大，容易在火星

全球引发沙尘暴，时间可持续3个月

以上。王科超说，特大风暴时，火星

风速能达到180米每秒，是地球上五

级飓风风速的 2.6 倍。不过火星表

面的气压只有600多帕，不足地球表

面气压的1%，因此这样高速的风暴，

也仅能扬起微小的沙尘，远不及地球

上的沙尘暴。

据新华社

由清华大学天文系祝伟教授牵

头的国际团队近日宣布在宇宙中发

现两个罕见的恒星系统。该系统均

是由两颗互相绕行的中央恒星组

成，被气体和尘埃盘包围，且该盘

与中央恒星的轨道成一定角度，呈

现出“雾绕双星”的奇幻效果。

这两个被命名为 Bernhard-1

和 Bernhard-2的新天体发现的论

文于近日在线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

《天体物理学杂志快报》。

原行星盘是在新形成的恒星外

围绕的浓密气体。据了解，由于双

星及其原行星盘是从同一个巨大的

旋转星云中凝聚而成，因此该盘通

常与恒星的轨道位于同一平面上，

就像太阳系中大多数行星和卫星的

轨道位于同一平面上一样。但宇宙

中仍存在一类罕见的双星系统，即

环绕双星的原行星盘与恒星的轨道

平面成一定角度。

祝伟介绍，由于这种倾斜，原行

星盘会像陀螺一样摆动，这种运动

称为“进动”。当“进动”发生时，原

行星盘就会在地球和恒星之间移

动，每隔数十年就会绕双星一周，导

致双星整体的亮度发生规律性变

化。此外，由于原行星盘的遮挡效

应，双星的总亮度还会发生周期性

变化，产生一种独特的光变曲线。

Bernhard-1 和 Bernhard-2 这两个

新发现的天体便是这一类的罕见双

星系统。

科 研 团 队 观 测 发 现 ，

Bernhard-1每192天里有112天处

于变暗的状态，而Bernhard-2每62

天里有20天处于变暗的状态。从

地球上看，这些变暗的状态表明，每

个双星中的一颗恒星正在圆盘后面

移动。当恒星重新出现时，系统的

亮度就恢复正常。

祝伟说，这两个双星系统距离

地球3000光年至1万光年，拥有20

厘米或20厘米以上口径望远镜的

爱好者可以看到它们亮度变化的过

程，但遗憾的是，现有望远镜还无法

区分双星和原行星盘。

“发现这种稀有而奇特的系统

对于我们了解行星形成具有重要意

义。”祝伟表示，由于原行星盘是行

星的发源地，该双星系统的出现将

帮助研究人员更加深入地研究不共

面结构天体与其产生的行星系统问

题，“我们也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会

有更多此类稀有天体的发现。”

文图均据新华社

两个罕见恒星系统
被发现

我国建成第二代地球同步轨道数据中继卫星系统

也有四季

“祝融号”火星车所在的火星北半球于
7 月 21 日迎来冬至，火星上的北半球也进
入一年最冷的时节。为啥火星也有冬至？
火星上的四季长啥样？且听中科院天文科
普专家为您揭秘。

“祝融号”迎来火星冬至
火星

7 月 13 日凌晨，由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一院抓总研制的长
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托举
天链二号03星在西昌卫
星发射中心点火升空，
将卫星精准送入预定轨
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
成功。我国第二代地球
同步轨道数据中继卫星
系统正式建成，天基测
控与数据中继能力大大
提升。

天链二号03星由航天科技集团五

院抓总研制，是我国第二代地球同步

轨道数据中继卫星。该星入轨并完成

测试后，将与天链二号01星、02星实

现全球组网运行。

天链二号03星的成功研制，验证

了天链二号卫星具备快速研制的能

力，为后续多星快速在轨组网提供了

支撑，进一步加快了我国天基测控与

传输网络建设的步伐。

中继卫星的全称是跟踪与数据中

继卫星，相当于一个天上的数据中转

站，可为卫星、飞船等航天器提供数据

中继和测控服务，能够极大地提高各类

卫星使用效益和应急能力，并能减少地面

站、测量船的数量，被称为“卫星的卫星”。

我国天链中继卫星最主要的任务

是为飞船、空间实验室、空间站等载人

航天器提供数据中继和测控服务，例

如天地通话、太空授课、交会对接、出

舱活动等重要任务的通信就是以天链

中继卫星为主来完成的。

为飞船等提供数据中继

服务效能大幅提升

祝融号火星车。
（新华社资料图片）

7月13日，天链二号03星成功发射升空。

“雾绕双星”效果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