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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月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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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长八火箭的第三次发射任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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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掉了两

根火箭助推，新构型首飞再次成功；昨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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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条弹道，通往奔月“天路”

4.2米宽、8米高的整流罩，不少于1.3吨的地月转移轨道

运载能力，长八火箭与鹊桥二号中继星刚好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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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球探测器则是“月窗口”，每个月只有几天的时间；如果要

实现探测器与行星、小行星等地外天体交会，窗口更加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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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飞行方飞行方

案案，，无论遇到什么情况无论遇到什么情况，，卫星最终都能顺利出发卫星最终都能顺利出发、、安全抵达安全抵达。。

身怀绝技身怀绝技，，无惧高温大风无惧高温大风

在降水在降水、、雷电雷电、、气温等各种天气因素中气温等各种天气因素中，，对火箭发射影对火箭发射影

响较为突出的就是高空风响较为突出的就是高空风。。高空风一般距离地面高空风一般距离地面44~~2020公公

里里，，当火箭穿越大风区当火箭穿越大风区，，会遭受强烈的气流冲击会遭受强烈的气流冲击，，如果风速如果风速

过大过大，，还可能导致箭体弯曲变形还可能导致箭体弯曲变形，，甚至解体甚至解体。。

随着技术经验积累随着技术经验积累，，高空风弹道修正等技术方法能使高空风弹道修正等技术方法能使

火箭在飞行过程中有效抵抗风干扰火箭在飞行过程中有效抵抗风干扰。。为了让火箭适应性更为了让火箭适应性更

强强，，研制团队除了在本发长八火箭上使用自主抗干扰控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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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等成熟方法之外，，还增加了主动滚转减载技术还增加了主动滚转减载技术，，火箭可火箭可

根据风的来向根据风的来向，，在空中主动滚动调整在空中主动滚动调整，，并用更稳定的优势面并用更稳定的优势面

来应对高空风来应对高空风，，就像一位太极高手就像一位太极高手““以柔克刚以柔克刚””，，通过自身的通过自身的

旋转抵消掉高空风的影响旋转抵消掉高空风的影响。。

与长八火箭擅长执行的太阳同步轨道任务相比与长八火箭擅长执行的太阳同步轨道任务相比，，地月地月

转移轨道的入轨高度更低转移轨道的入轨高度更低、、火箭飞行速度更快火箭飞行速度更快，，几乎要达到几乎要达到

第二宇宙速度第二宇宙速度，，当火箭高速穿越大气层时当火箭高速穿越大气层时，，箭体与大气摩擦箭体与大气摩擦

产生的温度更高产生的温度更高，，端头和前锥首当其冲端头和前锥首当其冲。。

为此为此，，火箭研制团队为火箭多火箭研制团队为火箭多““穿穿””了一层热防护涂层了一层热防护涂层，，

虽然外观看不出来虽然外观看不出来，，但在火箭重点部位增加了厚度但在火箭重点部位增加了厚度，，更能适更能适

应地月转移轨道的严酷条件应地月转移轨道的严酷条件。。

未来商业航天发射主力未来商业航天发射主力

长征八号系列运载火箭不仅能承担国家重大任务长征八号系列运载火箭不仅能承担国家重大任务，，还还

是未来商业航天发射的主力军是未来商业航天发射的主力军。。今年下半年今年下半年，，长征八号就长征八号就

将迎来首次商业航天发射任务将迎来首次商业航天发射任务。。

在今年下半年将推出长征八号改进型在今年下半年将推出长征八号改进型。。相较于长征八相较于长征八

号号，，长征八号改不仅火箭直径增加长征八号改不仅火箭直径增加，，发动机技术和整流罩空发动机技术和整流罩空

间也得到进一步提升间也得到进一步提升，，改用直径改用直径55..22米整流罩米整流罩，，700700公里太阳公里太阳

同步轨道最大运载能力将提升至不低于同步轨道最大运载能力将提升至不低于66..44吨吨。。

今年下半年今年下半年，，随着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随着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11号工位投入使号工位投入使

用用，，长征八号改运载火箭将迎来首次发射任务长征八号改运载火箭将迎来首次发射任务。。首飞成功首飞成功

后后，，该型火箭还将陆续开展高密度发射该型火箭还将陆续开展高密度发射，，支持低轨大规模星支持低轨大规模星

座组网发射座组网发射。。

（（综合新华社综合新华社、、央视新闻央视新闻、、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众号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众号））

地月“传话筒”上新

太空架新“鹊桥”

装备更强“KPI”更高

地球：
喂！月亮吗？

月亮：
Hello!地球

鹊桥二号：电话正在拨通中……

长什么样？

重约1.2吨
比“鹊桥”中继星（449公斤）

重了大约2/3

鹊桥二号最引人注目的应该就是这个金色的“大伞”了，它

的口径达到了4.2米，伞面由镀金钼丝织成，主要用于反射电

磁波。钼丝非常细，不到头发丝直径的四分之一，钼丝表层镀

金以后单线会更加牢固，信号反射率也会更好，这样更有利于

鹊桥二号中继星在复杂的太空环境中工作运行。

固网结合的伞状可展开抛物面天线

口径4.2米

在太空中，通过两轴驱动机构，保证

每时每刻都能指向地面数据接收站。
二维可驱动抛物面天线

直径约0.6米 重约20公斤

设计寿命8年
携带极紫外相机、阵

列中性原子成像仪，以及
月球轨道VLBI试验子系
统等科学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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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PI”是什么？

“鹊桥二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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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鹊桥二号携带了多台科学载荷，将
开展科学探测。

有何新“技能”？

南国都市报3月20日讯（记者吴岳文通讯员黄国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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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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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鹊桥二号中继星在文昌成功发射

为啥搭“鹊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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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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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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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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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普

第一次奔月长征八号

计划今年上半年发射
经过计算，鹊桥二号中继星在嫦娥六号探测器着陆月球取样的

两天时间内，每天都可以提供20小时以上的中继通信服务，是探月

工程的重要伙伴。

目前，我国探月工程四期正在稳步推进。今年1月，探月工程四

期嫦娥六号任务探测器产品已经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而就在几天

前，3月15日，执行探月四期嫦娥六号任务的长征五号遥八运载火箭

也已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嫦娥六号将于今年上半年择机发射。作

为嫦娥五号探测器的备份星，嫦娥六号将突破多项关键技术，实施月

球表面采样返回，同时开展着陆区科学探测和国际合作。

嫦娥六号

鹊桥二号卫星将沿着一个椭圆鹊桥二号卫星将沿着一个椭圆
形的冻结轨道运行形的冻结轨道运行，，其远月点在月其远月点在月
球南极上空球南极上空，，近月点在月球北极近月点在月球北极。。
它的强项还是对月球南极区域的通它的强项还是对月球南极区域的通
信覆盖能力信覆盖能力，，可以为着陆在月球南可以为着陆在月球南
极区域的嫦娥七号和嫦娥八号探测极区域的嫦娥七号和嫦娥八号探测
器提供更长的通信时间器提供更长的通信时间。。

如何奔赴月球？

发射升空

星箭分离
离地球大约440公里

3次轨道修正

近月制动
（距离月面200公里）

绕月球捕获飞行

进入冻结轨道

33月月2020日日88时时3131分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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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蒲晓旭蒲晓旭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