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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面手長八火箭 商業航天主力
3月20日上午

8時許，由航天科
技集團有限公司所屬中國運載火箭技術
研究院（以下簡稱 「火箭院」 ）抓總研
製的長征八號運載火箭載着鵲橋二號中
繼星和天都一號、天都二號通導技術試
驗星，一箭三星升空。這是長征八號的
第三次飛行，三次飛行任務各有不同，
堪稱 「三次首飛」 。

據介紹，2020年成功首飛，長八
火箭填補了中國太陽同步軌道3-5噸運
載能力的空白；2022年，長八火箭適
應「一箭22星」商業發射任務，去掉了兩

根火箭助推，新構型首飛再次成功；昨
日是長八火箭首次奔赴地月轉移軌道。

長征八號系列運載火箭不僅能承擔
國家重大任務，還將是中國商業航天發
射的主力軍。相較於長征八號火箭，未
來推出用於商業發射的長八改火箭，不
僅火箭直徑增加，發動機技術和整流罩
空間也得到進一步提升，改用直徑5.2
米整流罩，700公里太陽同步軌道最大
運載能力將提升至不低於6.4噸。此
外，長八火箭同時還具備多種軌道的發
射能力，具有較高的性價比。

大公報記者劉凝哲

三星奔月 結伴天都星兄弟驗證新技術
鵲橋二號發射

任務中，長征八號
遙三運載火箭除將 「大哥」 托舉至地月
轉移軌道，還將天都一號、二號通導技
術試驗星兩位 「小弟」 精準送入軌道。
據介紹，雙星將在月球軌道編隊飛行，
實施月球軌道通信導航新技術驗證。

3月20日，長征八號遙三運載火箭
點火升空，飛行24分鐘後，鵲橋二號與
運載火箭分離，天都星組合體在鵲橋二
號中繼星分離後120秒與運載火箭分
離，進入近地點高度200公里、遠地點

高度42萬公里的直接地月轉移軌道，衛
星太陽翼正常展開，發射任務取得圓滿
成功。

後續，天都星將在地面測控的支持
下，經過中途修正、近月制動，進入捕
獲軌道；隨後經軌道控制，進入24小時
周期的環月大橢圓凍結軌道，兩星分離
並調整相對距離約200公里，開展月球
軌道導航空間基準異源標定、Ka頻段通
信測距一體化新體制試驗、月地高可靠
傳輸與路由等新技術驗證。

大公報記者劉凝哲

探月四期中繼星探月四期中繼星 架起地月新架起地月新鵲橋鵲橋
支援月球南極區域通信支援月球南極區域通信 導航嫦六月背採樣導航嫦六月背採樣

時隔逾三年，中國探月工程再次迎來重要發
射，鵲橋二號率先奔赴月球。國家航天局

昨日宣布，3月20日8時31分，探月工程四期鵲
橋二號中繼星由長征八號遙三運載火箭在中國文
昌航天發射場成功發射升空。鵲橋二號中繼星作
為探月四期後續工程的 「關鍵一環」 ，將架設地
月新 「鵲橋」 ，向嫦娥四號、嫦娥六號等任務提
供地月間中繼通信，其強項是對月球南極區域的
通信覆蓋能力，為月背採樣保駕護航。此外，本
次發射還搭載了天都一號、二號通導技術試驗
星，將為架設地月 「鵲橋網絡」 提供先期技術驗
證。

據介紹，長征八號遙三運載火箭飛行24分鐘後，星箭
分離，將鵲橋二號中繼星直接送入近地點高度200公里，
遠地點高度42萬公里的預定地月轉移軌道，中繼星太陽翼
和中繼通信天線相繼正常展開，發射任務取得圓滿成功。

環月軌道運行 高效傳輸數據
國家航天局表示，鵲橋二號後續將在地面測控支援

下，經過中途修正、近月制動，進入捕獲軌道；隨後經軌
道控制後進入調相軌道，最後進入24小時周期的環月使命
軌道，成為繼 「鵲橋」 中繼星之後世界第二顆在地球軌道
以外的專用中繼星，為嫦娥六號月球採樣任務提供支持，
並接力 「鵲橋」 中繼星為嫦娥四號提供中繼通信服務。

今年上半年，中國將實施嫦娥六號任務，有望實現人
類首次取回月球背面的月球樣品。航天器在月背實現着
陸、取樣返回的挑戰很多，由於月球始終有一面背對地
球，着陸在月球背面的探測器受到月球自身的遮擋，無法
直接實現與地球的測控通信和數據傳輸，因此需要功能更
廣、性能更強的中繼星，架設起月球對地更強大的 「中
繼通信站」 ，解決月球背面探測器與地球間的通信和數
傳問題。科研人員針對鵲橋二號中繼星進行攻關，以期
為正在運行的嫦娥四號和即將開展的嫦娥六號、嫦娥七
號、嫦娥八號及後續國內外月球探測任務等提供中繼通信
服務。

與2018年發射的嫦娥四號 「鵲橋」 中繼星相比，鵲橋
二號中繼星的技術創新更多、技術狀態更多、功能更強、
接口更為複雜、研製難度更高、任務時間跨度更大。鵲橋
二號運行在繞月軌道上，最近時距離月球只有約300千
米；而鵲橋號運行在地月拉格朗日L2點，距離月球約6.5
萬千米。更近的距離使鵲橋二號在數據傳輸方面將會更高
效、更清晰、更完整。

攜儀器探測地球等離子體層
據介紹，鵲橋二號中繼星的強項是對月球南極區域的

通信覆蓋能力，可以為着陸在月球南極區域的嫦娥七號和
嫦娥八號探測器提供更長的通信時間。此外，鵲橋二號中
繼星重約1.2噸，這樣的大體格不光要執行通信中繼任
務，其搭載的極紫外相機、陣列中性原子成像儀，以及月
球軌道VLBI試驗子系統等多台科學載荷，將開展月基對地
球磁尾和等離子體層的探測和研究等。

國家航天局還表示，中國探月工程四期由嫦娥四號、
嫦娥六號、嫦娥七號和嫦娥八號4次任務組成。其中，嫦
娥六號將於2024年上半年擇機發射；嫦娥七號和嫦娥八號
將構建月球科研站基本型，開展月球環境探測等任務。

大公報記者 劉凝哲報道

▲3月20日，探月工程四期鵲橋二號中繼星由長征八號遙
三運載火箭在中國文昌航天發射場成功發射升空。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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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強在福建江西調研：在高質量發展中增進民生福祉
【大公報訊】據新華社報道：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國務院總理李強3月18日至20日在福建、江西
調研。他強調，要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關於
民生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認真落實全國兩會明確
的相關任務，順應人民群眾對高品質生活的新期
待，下大氣力抓好各項民生實事和民心工程，着力
提高公共服務水平，更好滿足人民多層次多樣化需
求，在推動高質量發展中不斷增進民生福祉。

在福建，李強首先來到福州西湖公園，察看湖
面水質，詳細了解西湖水系治理情況。他強調，良

好生態環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西湖治理成果來
之不易，要倍加珍惜、接續努力，讓水更清、景更
美。李強來到大凰山社區長者食堂．學堂，與在這
裏活動的老人和託管兒童交流。他說，老年人安享
晚年和孩子健康快樂成長牽動億萬家庭，要立足地
方實際，創新管理運營，提供更優質的養老和託管
託育服務。在杉林華府小區，李強聽取福建省和福
州市住房保障工作情況匯報，要求針對不同群體的
需求不斷完善租購並舉的住房體系，加強設施配
備，提升居住品質。在閩都創新實驗室，李強了解

實驗室科研攻關、成果轉化等情況，充分肯定推進
產學研融合相關做法，希望他們在以機制創新促進
科技創新方面繼續探索、走出新路子。

全力幫扶就業困難人員找工作
在江西，李強來到南昌市新建區就業之家，與

工作人員和求職人員交流，了解重點群體就業情
況。李強說，就業是民生之本，要用更加精準貼心
的服務，全力幫扶就業困難人員找到工作。在江西
現代職業技術學院，李強聽取江西省職業教育情況

匯報，與師生交談。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要
高度重視發展職業教育，深化產教融合，培養更多
高素質技術技能人才。在江西省綠能農業發展有限
公司，李強聽取育秧技術匯報，走進大棚、秧田察
看秧苗長勢。當前是春耕備耕關鍵時期，農時不等
人，要加強技術指導，抓好農資保供，多措並舉確
保有好收成。李強充分肯定福建、江西經濟社會發
展成就，希望兩省深入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重要
指示精神，銳意進取，扎實工作，在推動高質量發
展、創造高品質生活上取得新的更大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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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面長期工作支持系統

月面科研設施系統

月面運輸操作系統

月面着陸場

地月運輸系統

▲鵲橋二號示意圖。

鵲橋二號Q&A

什麼叫中繼
星？

中繼衛星被稱為 「衛星的衛
星」 ，可為衛星、飛船等航天器提
供數據中繼和測控服務。鵲橋二號主要
解決月球背面探測器與地球間的通信和
數傳問題。

「鵲橋」 仍
在服役，為
何要發射鵲
橋二號？

儘管 「鵲橋」 衛星的設計壽命為五
年，它至今仍在超期服役。為了保障任
務順利進行，於是就有了鵲橋二號奔赴
太空，進行數據中繼及科學探測的同
時，隨時準備 「替補」 鵲橋號。

對未來探月
有何作用？

鵲橋二號衛星將沿着一個橢圓形的
凍結軌道運行，其遠月點在月球南極上
空，近月點在月球北極。它的強項還是
對月球南極區域的通信覆蓋能力，可以
為着陸在月球南極區域的嫦娥七號和嫦
娥八號探測器提供更長的通信時間。

鵲橋二號和
鵲橋號有什
麼不同？

更重
•鵲橋二號重約1.2
噸，鵲橋號只比它
的三分之一重一
點，有425千克。

更近
•鵲橋二號將運
行在繞月軌道
上，最近時距離
月球只有約300
千米。而鵲橋號
運行在地月拉格
朗日L2點，距離
月球約6.5萬千
米。

更長
•鵲橋二號的設計
壽命有8年，比鵲橋
號的5年多3年。

更多
•與單槍匹馬的鵲橋號不同，鵲橋二號
將與「天都一號」「天都二號」兩顆小衛星
繞月編隊飛行，進行高精度月球軌道測
定軌技術驗證，為後續任務做試驗。

更忙
•繼續為此刻還在月球上努力工作的嫦
娥四號着陸器和玉兔二號月球車提供通
信服務。未來執行嫦娥六號、七號、八號
乃至後續的月球探測任務也都需要它。
此外，鵲橋二號攜帶了多台科學載荷，
將開展科學探測、技術驗證等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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