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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成功发射鹊桥二号中继星
为嫦娥四号、嫦娥六号等任务提供地月间中继通信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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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四期
后续任务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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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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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12月，探月工程四期批准实
施，由嫦娥四号、嫦娥六号、嫦娥七号和嫦
娥八号4次任务组成。嫦娥四号已于2018
年12月发射，实现了世界首次月球背面软
着陆巡视探测；嫦娥六号将于2024年上半
年择机发射；嫦娥七号和嫦娥八号将构建

月球科研站基本型，开展月球环境探测等
任务。

探月工程由国家航天局牵头组织实
施。此次中继星任务中，工程总体由探月与
航天工程中心承担；中继星、运载火箭分别
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空间技
术研究院、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抓总研制；
地面应用系统由中国科学院承担。这是长
征系列运载火箭第512次飞行。

随着中国探月四期工程拉开
序幕，未来，鹊桥二号中继星将承
载多项使命，为嫦娥六号服务，助
力开展人类首次月球背面自动采
样返回工作，后续也将为探月工程
提供多项支持。

鹊桥二号架起“通信桥”
揭开月背神秘面纱

什么叫中继星？顾名思义，主要
是指中继通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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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名字一样，鹊桥二号的主要
任务，就是为地球和月球之间的通
信搭起一座沟通的桥梁。

月球和地球之间为什么需要
一个“中转站”？这是因为月球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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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地球信号传输到月球背
面很困难，但中国科学院国家天
文台研究员苟利军介绍，这并非
不可解决，如果有一颗中低速卫
星位于拉格朗日点传输信号，我
们就可以同时看到地球和月球背
面，因此，鹊桥二号的作用就在于
此，“它既可以了解我们通常看不
到的月球背面，又可以减少观测
研究时地球带来的干扰”。

探月工程四期任务开展着陆
探测以及采样地点，主要位于月
球南极和月球背面地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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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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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外月球探测任务提供中继通信服务。

6条弹道
通往奔月“天路”

鹊桥二号是怎么发射的？为了服务这
位奔月的“乘客”，连续3天，长八火箭为鹊
桥二号中继星安排了6条“天路”，即使窄
窗口发射，也能确保卫星顺利启程。

发射窗口，就是卫星上天的“时机”，窗
口越宽，意味着机会越多。近地轨道卫星一
般是“日窗口”，机会每天都有。月球探测器
是“月窗口”，每月只有几天时间。如果要实
现探测器与行星、小行星等地外天体交会，
窗口更窄，一年甚至几年才能遇到一次。

鹊桥二号中继星是一颗环月卫星，发
射窗口一个月只有几天。因此，火箭研制团
队从第一窗口开始，设计了连续3天、每天
两条共计6条弹道。火箭弹道设计，就是为
火箭找到最理想的飞行路线，燃料消耗最
少、入轨精度最高。6条弹道，就意味着有6
套飞行方案，无论遇到什么情况，卫星最终
都能顺利出发、安全抵达。

寿命更长、功能更多
“进阶版”鹊桥更强大

像鹊桥二号这样，搭起地月通信
的太空“鹊桥”并非只有一个。2018年
5月21日，鹊桥号作为中国首颗，也是
世界首颗地球轨道外专用中继通信卫
星一飞冲天，实现了“月地对话”。

鹊桥号全程保障了在月球背面开
展工作的嫦娥四号探测器与地球之间
通信的任务。现在，它依旧源源不断地
为嫦娥四号、玉兔二号与地面之间提
供数据中继。

与鹊桥号相比，鹊桥二号是一颗
“进阶版”的中继卫星，具备更强大的
性能。

首先在重量和尺寸上，鹊桥二号
比鹊桥号大了很多。鹊桥二号中继星
重约1 . 2吨，天线长度约为4 . 2米。而
鹊桥号只有425公斤左右，仅为鹊桥
二号的三分之一左右。

除了常规的通信中继任务之外，
鹊桥二号还携带有包括极紫外相机、
阵列中性原子成像仪、地月VLBI试验
系统在内的三台科学载荷，将为科学
研究提供丰富的数据支持。

从设计寿命角度看，鹊桥号设计寿
命为5年，如今已超龄使用。而鹊桥二号
设计寿命要再多3年，更经久耐用。

另外，二者在轨道设计上也更为
不同，鹊桥号围绕地月拉格朗日L2点
运行，鹊桥二号则是绕月运行，并且采
用远近轨结合的方式。这能让鹊桥二
号更清楚地接收来自月面的信号，传
输过程更快且更清晰。

这次上天，鹊桥二号还携带了两颗
卫星，分别是“天都一号”和“天都二号”，
两颗卫星将在月球轨道编队飞行。

嫦娥六号
计划上半年发射

根据航天科技集团2月26日发布的
蓝皮书显示，2024年中国航天全年预计
实施100次左右的发射任务，有望创造新
的纪录。

作为我国探月工程四期中的关键一
环，鹊桥二号首次任务将为嫦娥六号服务，
并为嫦娥六号探测器实现通信。

根据国家航天局官网显示，嫦娥六号
计划于今年上半年在文昌实施发射，将突
破月球逆行轨道设计与控制、月背智能采
样和月背起飞上升等关键技术。

嫦娥六号发射任务被认为是今年中国
航天的“重头戏”，此次任务将实施人类首
次月球背面自动采样返回，同时开展着陆
区科学探测和国际合作，是进一步彰显我
国探索太空能力的具体实践。

后续，设计寿命长达8年的鹊桥二号
还将择机调整轨道，从而为嫦娥七号、八号
以及后续月球探测任务提供服务。此外，鹊
桥二号还要接力鹊桥号，为在月球背面探
测的嫦娥四号和玉兔二号继续提供中继通
信服务。

据央视、潮新闻、中国航天微信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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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箭破空，向东方
飞去，目的地是近地点
200公里、远地点约42万公
里的地月转移轨道。

3月20日上午，长征
八号运载火箭载着鹊桥
二号中继星和天都一
号、天都二号通导技术
试验星，在文昌航天发
射场开启探月之旅。

无惧高温大风

在半小时的飞行过
程中，长八火箭展示出
为鹊桥二号中继星任务
量身定制的3项本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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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长八火箭第三
次飞行。2020年成功首
飞，长八火箭填补了我
国太阳同步轨道3-5吨
运载能力的空白；2022
年，长八火箭适应“一箭
22星”商业发射任务，去掉两根火箭助推，
新构型首飞再次成功；如今，长八火箭首
次奔赴地月转移轨道，用成功再次证明了
自己的稳定性、可靠性、适应性。

长征八号遥三运载火箭捆绑了两枚
2 . 25米直径的液体助推器，全箭总长约
50.3米，包裹鹊桥二号中继星的整流罩直
径4 .2米，是我国目前中型运载火箭中整
流罩直径最大的一款，起飞推力约480吨。

在各种天气因素中，对火箭发射影
响较为突出的就是高空风。高空风一般
距地面4—20公里，当火箭穿越大风区，
会遭受强烈的气流冲击，如果风速过大，
还可能导致箭体弯曲变形，甚至解体。

为了让火箭适应性更强，研制团队
除了在本发长八火箭上使用自主抗干扰
控制技术等成熟方法之外，还增加了主
动滚转减载技术，火箭可根据风的来向，
在空中主动滚动调整，就像一位太极高
手“以柔克刚”，通过自身的旋转抵消掉
高空风的影响。此外，火箭研制团队还为
火箭多“穿”了一层热防护涂层，更能适
应地月转移轨道的严酷条件。

适应未来高密度发射

长征八号运载火箭具备发射近地轨
道、太阳同步轨道、地球同步转移轨道和
地月转移轨道航天器的能力。作为我国
研制的新一代中型中低轨道运载火箭，
长征八号大大压缩了发射周期，可适应
未来的高密度发射。

航天科技集团一院长征八号遥三运
载火箭总设计师宋征宇介绍，“未来长征
八号的发射周期，可能向着15天甚至7天
更短的周期进行优化。为了应对高密度
发射，我们现在提出航班化的航天运输
系统，当前第一个目标是做到每周有这
样的一次发射。”

据央视、中国航天微信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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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探月月工工程程四四期期任任务务

嫦嫦娥娥四四号号

22001188年年1122月月发发射射，，实实现现世世界界
首首次次月月球球背背面面软软着着陆陆巡巡视视探探测测

嫦娥六号

嫦嫦娥娥七七号号和和嫦嫦娥娥八八号号

将将构构建建月月
球球科科研研站站
基基本本型型，，
开开展展月月球球
环环境境探探测测
等等任任务务

将将于于22 00 22 44
年年上上半半年年
择择机机发发射射

中中
继继
通通
信信

地地球球

月月球球

鹊鹊桥桥二二号号中中继继星星

葛相关新闻

2200日日88时时3311分分，，鹊鹊桥桥二二号号中中继继星星由由长长征征八八号号遥遥

三三运运载载火火箭箭在在文文昌昌航航天天发发射射场场成成功功发发射射升升空空。。

◎◎是是继继““鹊鹊桥桥””

后后，，世世界界第第二二颗颗地地球球

轨轨道道外外专专用用中中继继星星。。

◎◎将将为为嫦嫦娥娥六六

号号月月球球采采样样提提供供支支

持持，，并并为为嫦嫦娥娥四四号号提提

供供中中继继通通信信服服务务

葛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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