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星期五 2024年3月29日
追击责编：刘肖勇 美编：晓阳

Email:gdkjb@126.com 点点 44热热

本报记者张文鑫、陀艳综合自来源：中国航天科普、国家航天局、科普大世界、环球时报、新华社、北京日报、上海科学馆

除了“鹊桥”，我们还有“中继卫星天团”

（上接第3版）

随着航天器种类和数量的增多，
航天器的跟踪和控制任务越来越重，
数据传输量也越来越大，单靠地面测
控站难以胜任。为解决这个“长途通
讯”的困难，中继星技术应运而生。

中继卫星被称为“卫星的卫星”，
可为卫星、飞船等航天器提供数据中
继和测控服务，极大提高各类卫星使
用效益和应急能力，能使资源卫星、环
境卫星等数据实时下传，为应对重大
自然灾害赢得更多预警时间。

前文提到，鹊桥通导遥综合星座
系统正准备扮演着这样的“角色”，进
一步构建月球、火星、金星乃至太阳系
的通信网络，通过行星际中转站与地
球网（北斗、星网、遥感卫星等）互联，
为航天器提供“宇宙漫游不迷路指
南”，保障太空之旅安全、顺畅、准确。

除了刚发射成功的“鹊桥二号”，
中国其实还有个“中继卫星天团”，在
它的帮助下，我们实现了第一次中国
的“探火之旅”。它就是天链中继卫星
系统。

“天链”卫星是中国的跟踪与数据
中继卫星，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
所属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CAST)为主
研制。2003年，中国人首次实现了载
人航天。然而，那时我国的中继卫星

系统尚未建立，神舟飞船只能在进入
地面测控站测控弧段时才能进行天地
沟通。

2008年发射 01号首星，2011年发
射02号星，再到2012年03星发射实现
轨道 100%覆盖，我国的中继卫星系统
从无到有，我国的航天测控范围从
17%提高到近 100%，我国成为继美国
之后，第二个实现中继卫星全球组网
的国家，实现了巨大的跨越。

它们主要用于跟踪、测定中、低轨
道卫星;为对地观测卫星实时转发遥
感、遥测数据;承担航天器的通信和数
据传输中继业务。

以往各类通信、导航、气象、侦察、
监视和预警等卫星的地面航天控制中
心，要通过一系列地面站和民用通信
网进行跟踪、测控和数据传输。而中
继卫星可以摆脱对绝大多数地面站的
依赖，自成独立的专用系统，更有效地
为用户提供服务。

可以说，天链一号”实现全球组网
运行，对中国载人航天发展起着至关
重要。有了它，我们的航天员在天上，
不论在何时、何地，我们都应该能够清
楚地知道他们的情况，为他们提供坚
强的保障，确保他们的安全。

“座驾”升级，长征八号动力更足有新防护

“鹊桥二号”的座驾——长征八号
（CZ-8），是我国第一枚通过数学建模
与仿真来获取全箭动特性参数的大中
型液体火箭。传统火箭在研制时都会
进行全箭模态试验，用实物试验获取
飞行中火箭的动特性参数。而长征八
号通过采用虚实结合仿真的模态综合
技术，解决了箭体特征频率、振型等数
据获取的难题，标志着我国运载火箭
设计和制造水平的显著提升。

为了更好适配鹊桥二号中继星任
务，长征八号运载火箭升级了三项新
本领——更完善的弹道设计、更灵活
的主动滚转技术和更安全的热防护措
施。

鹊桥二号中继星是一颗环月卫
星，发射窗口一个月中只有几天，因
此，火箭研制团队从第一窗口开始，设
计了连续三天、每天两条共计六条飞
行路线，让火箭燃料消耗最少、入轨精
度最高。六条飞行路线，就意味着有
六套飞行方案，无论遇到什么情况，卫
星最终都能顺利出发。

另外，与长征八号运载火箭擅长
执行的太阳同步轨道任务相比，地月
转移轨道的入轨高度更低、火箭飞行
速度更快，几乎要达到第二宇宙速度，

当火箭高速穿越大气层时，箭体与大
气摩擦产生的温度更高。为此，火箭
研制团队为长征八号运载火箭多“穿”
了一层热防护涂层，虽然外观看不出
来，但火箭重点部位增加了厚度，更能
适应地月转移轨道的严酷条件。

据介绍，在此前长征八号已完成
一项重大新升级。之前长八火箭二级
采用的是3米直径氢氧末级，直径低于
一级箭体，而本次试车二级火箭改用
了 3.35 米直径的通用氢氧末级，对应
的发动机由此前的 2台YF-75氢氧发
动机替换为 YF-75H 氢氧发动机，它
是由 YF-75D 氢氧发动机改进的，采
用闭式膨胀循环，通过提升涡轮泵转
速等改进方法使得单机真空推力较
YF-75D提升了 1吨，达到 10吨级别。
而且这款二级火箭将不仅是长八改使
用，也是为中国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
提供一个通用型产品。

长八改火箭总设计师宋征宇介绍
称：“它对提升长征火箭的综合性能，
特别是在低轨 800 至 1000 公里或者
800至1200公里轨道上提升运载能力、
发挥氢氧发动机比冲大的特点具有重
要的作用。而本次试车的成功，对整个
研制工作及后续型号首飞意义重大。”

同时出征的还有两位“新保镖”
本次发射任务中，除了鹊桥二号，长

征八号遥三运载火箭还将天都一号、二
号通导技术试验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
择机分离后，将编队飞行于环月大椭圆
冻结轨道。

“天都一号”整星重量61千克，配置了
Ka双频段一体化通信机、激光角反射器、
空间路由器等载荷；“天都二号”整星重量

15 千克，配置了通导载荷，双星将开展导
航系统空间基准异源标定、通信系统高可
靠传输与路由转发、通信测距一体化调制
等新技术验证。

深空探测实验室天都通导技术试验星
总指挥陈晓介绍，这两颗小微型试验卫星
将为后续我国鹊桥通导遥综合星座系统的
建立，提供有力的参考和依据。

值得关注的是，本期嫦娥探月计划的目的地均选在了月球南
极。这是各国航天部门和月球科学家眼中的“香馍馍”。NASA的
相关探测试验表明，月球南极表面可能有水冰存在，不排除有其
它重要的金属资源。可以说，谁的探测器首先到达那里，谁就最
有可能解开月球的“秘密”。

除了服务于中国探月工程四期，鹊桥二号中继星还可为后续
国内外月球探测提供中继通信支持。当前，世界主要航天国家都
在积极开展探月活动。对于备受关注的探月国际合作问题，葛平
表示，中国探月工程向来重视国际合作，中国探月的合作之门始
终敞开，这在以往的探月工程任务中已有很多生动案例和共赢成
果。

近期，中国载人月球
探测任务新飞行器名称已
经确定，新一代载人飞船
命名为“梦舟”，月面着陆
器命名为“揽月”。新飞行
器的名称具有鲜明的中国
特色、时代特色和文化特
色。其中，登月版采用“梦
舟 Y”（飞船名称+“月”字
音节的大写首字母）。“揽
月”取自“可上九天揽月”，
彰显中国人探索宇宙、登
陆月球的豪迈与自信。

中国载人月球探测任务新飞行器名称
正式确定

“梦舟”“揽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