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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造”如何护航
鹊桥二号成功发射？
作为探月四期后续工程的“关键一

环”，鹊桥二号中继星将为今年上半年
计划实施发射的嫦娥六号任务提供中
继支持，架设地月新“鹊桥”。此次鹊桥
二号中继星一箭三星的发射任务，在运
载火箭系统以及发射场系统中，都能看
到“四川造”的身影。

据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研究
所（以下简称十所）的工作人员介绍，他
们牵头研制的陆海天基测控通信系统，
构建了新一代综合化测控系统，负责对
长征八号遥三运载火箭、“鹊桥二号”中
继星等航天器进行轨道测量、遥测遥控
和数据传输，是航天器升空后与地面的
唯一联系，就像放风筝的风筝线，因此也
被大家称为航天器的“生命线”。

本次发射任务中，十所研发的“基
带池”新技术体制全面参与其中。基带
池秉承“统一硬件平台，软件定义功能，
任务动态部署，系统成长演进”的设计
理念，是一个共享、通用、大规模信号处
理平台，可以同时运行多种测控、数传
工作模式，并且兼容不同信号模式、频
点及目标；具备自动化运行能力，实现
了测控资源云架构管控，可以根据任务
占用情况和设备健康状况，自动按需分
配计算资源。

据了解，此次发射任务中，十所承
研的外弹道测量应答机、地面光传输设
备组合可靠保障了发射任务。外弹道
测量应答机与地面雷达站配合可实时
传送火箭的精确位置，使火箭按照预定
轨道星箭分离，精准护送卫星起航。地
面光传输组合在单机综合测试设备、技
术阵地、发射阵地塔架、火箭应答机之
间搭起了信号传输的“桥梁”，通过远距
离的光信号传输，为数据的传输处理提
供了高速通道。

值得注意的是，十所为中国文昌航天
发射场系统配备了T0控制台和时统设
备。其中T0控制台用于获取火箭起飞触
点信号，向发控中心、指挥中心以及测控
系统提供发射的倒计时、反馈运载火
箭的点火时刻和起飞时刻。时统系统则
发挥了“对表”的作用，以3000年不差1秒
的精度，为分散在各地的用户设备进行

“精准同步”，提供标准时间和频率信号。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边雪

新华社海南文昌3月20日电 3月
20日，天都一号、二号通导技术试验星
由长征八号遥三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
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升空，卫星作为
深空探测实验室的首发星，将为月球
通导技术提供先期验证。

长征八号遥三运载火箭飞行24分
钟后，鹊桥二号与运载火箭分离，天都

星组合体在鹊桥二号中继星分离后120
秒与运载火箭分离，进入近地点高度
200公里、远地点高度42万公里的预定
地月转移轨道，卫星太阳翼正常展开，
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长征八号遥三运载火箭采用芯级
捆绑两枚液体助推器的两级半构型，
全箭总长50.3米。此次任务是长征八

号运载火箭首次执行探月轨道发射任
务。研制团队根据多窗口多弹道、低
空高速飞行剖面等任务需求，对火箭
进行了设计改进和优化，扩展了任务
适应性，提高了可靠性。长征八号遥
三运载火箭此次完成鹊桥二号中继星
和天都一号、二号通导技术试验星一
箭三星发射。

探月新一步
鹊桥二号中继星

成功发射

天都一号、二号通导技术试验星成功发射

鹊桥·解读

同步播报

3月20日8时31分，探月工程四期鹊桥二号中继星由长征八号遥三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升空。新华社发

据国家航天局消息，3月20日8时
31分，探月工程四期鹊桥二号中继星，
由长征八号遥三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
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升空。鹊桥二号
中继星作为探月四期后续工程的“关
键一环”，将架设地月新“鹊桥”，为嫦
娥四号、嫦娥六号等任务提供地月间
中继通信。

长征八号遥三运载火箭飞行24分
钟后，星箭分离，将鹊桥二号中继星直
接送入近地点高度200公里，远地点高
度42万公里的预定地月转移轨道，中
继星太阳翼和中继通信天线相继正常
展开，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本次任务也是长征八号运载火箭
首次奔赴地月转移轨道，执行深空发射
任务。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从抓
总研制长征八号的中国运载火箭技术
研究院获悉，连续3天，长八火箭为鹊桥
二号中继星安排了6条发射弹道，即使
窄窗口发射，也能确保卫星顺利启程。

中国探月工程走过20年
从采样返回到探索月背

对鹊桥二号而言，发射成功只是
第一步，后续鹊桥二号将在地面测控
支持下，经过中途修正、近月制动，进
入捕获轨道；随后经轨道控制后进入
调相轨道，最后进入24小时周期的环
月使命轨道，成为继“鹊桥”中继星之
后世界第二颗在地球轨道以外的专用
中继星，为嫦娥六号月球采样任务提
供支持，并接力“鹊桥”中继星为嫦娥
四号提供中继通信服务。

鹊桥二号中继星的成功发射，奏
响了探月工程新的乐章。从20年前中
国探月工程正式批准立项，到20年间
如期圆满完成“绕、落、回”三步走目
标，“嫦娥”和“玉兔”书写了一个个精

彩的“月宫故事”。
2007年10月24日，中国第一个月

球探测器——嫦娥一号顺利升空，迈
出了“绕月”的第一步。

2013年，嫦娥三号成功实现月面
软着陆并开展月面巡视勘察，实现中
国首次对地外天体的直接探测。

2018年，“鹊桥”中继星发射，作
为世界首颗地球轨道外的专用中继通
信卫星，“鹊桥”是实现嫦娥四号月球
背面着陆和巡视探测任务的关键。

2019年1月3日，嫦娥四号探测器
实现国际首次月球背面软着陆。在

“鹊桥”中继通信的支持下，嫦娥四号
着陆器传回了探测器动力下降过程的
遥测数据和实时画面，玉兔二号巡视
器与着陆器成功分离后行走至月面，
开启了月球背面探索之旅。至今嫦娥
四号、玉兔二号以及为它们服务的“鹊
桥”中继星仍然在工作。

2020年，嫦娥五号从月球表面取
样1731克后返回，完成探月工程三期
的收官战。

2023年，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
吴伟仁表示，嫦娥六号将从月球背面
采集更多样品，争取实现2000克的目
标。嫦娥七号准备在月球南极着陆，
主要任务是开展飞跃探测，争取能找
到水。嫦娥八号准备在2028年前后
实施发射，嫦娥七号和嫦娥八号将会
组成月球南极科研站的基本型，有月
球轨道器、着陆器、月球车、飞跃器以
及若干科学探测仪器。

一把“金色大伞”
架设地月新“鹊桥”

探月工程四期的任务开展着陆探
测以及采样地点主要位于月球南极和
月球背面地区，由于月球始终有一面

背对地球，着陆在月球背面的探测器
受到月球自身的遮挡，无法直接实现
与地球的测控通信和数据传输，因此
需要功能更广、性能更强的中继星，架
设起月球对地新的“中继通信站”，解
决月球背面探测器与地球间的通信和
数传问题。

据此，科研人员对鹊桥二号中继
星进行了艰辛攻关，以期为正在运行
的嫦娥四号和即将开展的嫦娥六号、
嫦娥七号、嫦娥八号及后续国内外月
球探测任务等提供中继通信服务。

鹊桥二号中继星与2018年发射
的嫦娥四号“鹊桥”中继星相比，技术
创新更多、技术状态更多、功能更强、
接口更为复杂、研制难度更高、任务时
间跨度更大。国家航天局探月与航天
工程中心嫦娥六号任务副总设计师王
琼曾表示，鹊桥二号重约1200公斤，
鹊桥只有425公斤左右；鹊桥二号寿命
更长，鹊桥设计寿命为5年，鹊桥二号
设计寿命为8年。

从外形上看，鹊桥系列中继卫星
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拥有一把“金色大
伞”，被称作星载大型可展开天线，通
过这把“金色大伞”，实现了地球与月
球背面的通信。

与鹊桥不同的是，鹊桥二号并不
是围绕地月拉格朗日L2点运行，而是
绕月运行（距离月球最近的时候只有
约300公里），而且是远近轨结合的方
式，这样方便与鹊桥联合使用，同时它
可以更清楚地接收来自月面的信号，
信号的传输会更快捷更清晰，鹊桥二
号携带了多台科学载荷，还可以对月
球进行多方面的科学观测，可为后续
载人登月任务打下坚实基础。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杨峰
综合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