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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探访“广寒宫”又“热”了
我国探月工程创多项第一

看全球新一轮探月潮

从中国、印度等航天探索“新星”，到传统航天强
国美国和俄罗斯， 多个国家及地区近年来纷纷将月
球作为重要的深空探测目标之一。

中国探月工程嫦娥四号任务计划年底实现人类
首次月球背面软着陆和巡视勘察， 并利用中继星实
现地球与月球背面的通信。印度“月船2号”探月任务
计划让着陆器在月球南极附近软着陆并释放一辆六
轮月球车。

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11月提出要让美国宇航员
重返月球，以“使美国重新成为太空探索的领导者”。
美航天局今年初宣布，将在2023年左右将宇航员送
入月球轨道， 并在本世纪20年代初建立一个月球轨
道平台作为“深空门户”。

今年3月，俄罗斯航天集团宣布，计划两年内发
射“月球25号”探测器，重启俄罗斯中止了40余年的
月球探测计划。

欧洲航天局一直在为打造“月球村”而奔走，呼吁
各国航天机构和企业合作建设一个可供人类工作和
生活的月球社区。日本也不断提出与美国、印度等国
合作探月的计划。

探月还获得越来越多企业的青睐。例如，美国太
空探索技术公司打算开启商业太空旅行项目，送游客
绕月飞行；沃达丰、诺基亚和奥迪等公司计划合作发
射月球探测器并在月球上搭建首个4G网络。

沉寂数十年后，各国缘何“扎堆”探月？美国乔治·
华盛顿大学空间政策研究所前主任约翰·洛格斯登和
俄罗斯齐奥尔科夫斯基航天研究院院士热列兹尼亚
科夫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人类对近地轨道
的探索已有几十年时间，随着探月科技和相关构想日
益成熟，世界各国纷纷制定新的探月计划。

中继卫星的主要功能是进行天基
测控和空天数据中继，可为卫星、飞船
等航天器提供数据中继和测控服务。相
比于地基测控，天基测控的最大优势就
是覆盖率高，具有实时性、经济效益高
等优点。该类卫星作为在太空中运行的
数据“中转站”，扮演着“太空侦查员”
“通信接线员”“太空导航员”的角色，对
中、低轨道卫星进行实时监控，使资源
卫星、环境卫星等数据实时下传，为太
空运行的航天器提供预警预报、导航定
位，使太空航行准确安全。作为航天大
国，中国对中继卫星的需求无疑是强烈
的， 这也驱动了中国中继卫星的研制、
发射和组网运行。

2003年，中国立项并启动了天链一
号中继卫星系统工程。2008年4月25日，
该系统01星成功发射，当年就参与并圆
满完成了“神舟七号”数据中继服务。作
为中国第一颗地球同步轨道数据中继
卫星，天链一号01星采用成熟的东方红
三号通用平台并突破多项关键技术，标
志着中国航天测控覆盖率提升到新水
平，使资源卫星、环境卫星等应用卫星
实现数据实时下传、及时应用，效能倍
增。2011年、2012年相继成功发射天链
一号02、03星， 它们同时运行并与地面
应用系统、中继终端等组成跟踪与数据
中继卫星系统，中国由此成为世界第二
个拥有对中、低轨道航天器全球覆盖中
继卫星系统的国家。在中国重大航天任
务实施过程中，比如神十一飞船和天宫
二号空间实验室飞行任务中，天链一号
中继卫星系统为航天员与地面“天地通
话”“天地双向视频通话”和航天员与地
面同步收看电视新闻立下了汗马功劳。
2016年11月， 天链一号04星成功发射，
实现中国中继卫星系统的更新换代。

对中国中继卫星的发展， 航天科技
集团五院院长张洪太评价说， 中国的中
继卫星系统建设走出了一条符合国情、
技术上自主创新的道路。比如，突破了星
上自主闭环精密捕获跟踪等关键技术，
解决了高速运动航天器之间跟踪与高速
数据中继问题；建立了星———星、星———
地技术体制和全程链路指标体系。

“鹊桥”是中国中继卫星家族中新
的成员， 与天链一号系列中继卫星相
比，虽然用途和技术途径相似，但无疑
面临的任务更艰巨，面临的技术挑战更
大。中国航天人已然成竹在胸，航天科
技集团五院党委书记赵小津表示，“鹊
桥” 研制团队攻克了地月拉格朗日2点
轨道设计与控制、远距离中继通信等关
键技术，其各项性能和指标完全符合任
务需求。 ■来源：新华社、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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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继卫星
已形成“家族”

随着深空探测的发展， 以及对月球和月球之外的天
体和空间的探测， 需要寻找新的航天测控系统体制和更
优的传输方式，以实现卫星与地面站之间的数据通信。应
用中继卫星技术应运而生。

“鹊桥”是我国首颗，也是世界首颗地球轨道外专用
中继通信卫星。作为数据中转站，它能够实时地把在月球
背面着陆的嫦娥四号探测器发出的科学数据第一时间传
回地球，是人类探索宇宙的又一有力尝试。

一、第一颗在地月L2平动点上，采用Halo轨道的卫星
为了实现对月球背面着陆器和巡视器的中继任务，

“鹊桥”的使命轨道为月球背面一侧的地月L2平动点Halo
轨道，是人类航天器首次涉足该轨道。根据设计，“鹊桥”
卫星将在L2点做拟周期运动， 通过定期轨控保持轨道的
稳定性。地月L2平动点位于地月连线的延长线上，距月球
约6.5万公里。 由于地月距离是变化的，L2点与月球的距
离也是变化的，通过对使命轨道的设计，“鹊桥”与月球的
距离不大于8万公里，可实现对着陆器和巡视器的中继通
信覆盖。

二、人类深空探测任务史上最大口径通信天线
深空探测任务中难度最大的就是如何确保远距离数

据通信链路的可靠建立， 这也是世界各国都在致力解决
的深空探测关键核心技术。

中继星“鹊桥”上架设了一副展开后口径达近5米的
伞状天线， 这是人类深空探测器历史上携带的最大口径
通信天线，它为“鹊桥”和地球之间铺设了一架宏伟的高
速桥梁，让遥远的星地距离变为大道通途，每时每刻将宝
贵的科学数据从广邈的外太空实时送达地球。

为了实现和保障“鹊桥”中继功能的顺利实现，研制
人员给它配备了多副天线。其中，大口径伞状天线是最关
键的一副，它直接指向月球，将与今年要发射的嫦娥四号
探测器对接，不仅要将地面的测控指令说给探测器听，还
要听清楚探测器给中继星说了些啥。伞天线，顾名思义，
像一把伞一样， 在中继星与火箭分离一段时间后， 这把
“伞”就打开了，这把“伞”在太空中需要经历严酷的考验。
嫦娥四号中继星在浩瀚的太空中还会经历一段没有光照
的阴影区，阴影区的温度是-200℃左右，最冷的地方将
达到-230℃，在如此严寒下，伞天线全身都“冻僵了”。为
了让它从“冻僵”的状态中恢复过来，研究院的设计师们
做了包括力学、热学等不计其数的试验，有效保障了伞天
线能够克服严酷环境。

成就第一颗地球轨道外专用中继通信卫星
中国探月工程嫦娥四号任务“鹊桥”号

中继星21日发射升空，印度“月船2号”年
底瞄准月球南极， 美国和俄罗斯重启探月
计划……近两年， 航天大国竞相宣布探月
新计划，“广寒宫”不再清冷寂寞，再次成为
人类航天探索的“热目标”。

“鹊桥号”成功发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