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鹊桥二号飞架起
嫦娥六号待奔月

迄今为止，人类共对月球进行
了10次采样返回，均是在月球正面
完成，那这次为什么要选择在月球
南极-艾特肯盆地着陆呢？

探月工程三期副总设计师、地
面应用系统总师李春来在此前接受
媒体采访时介绍，月球南极地区有
低洼的环形山坑底，也有高耸的山
峰，地形非常复杂，极区内的某些地
区可以连续暴露在阳光下数月甚至
更长时间，而不受阴影影响，光照充
足，并且附近的永久阴影坑内可能
存在水冰，因此这里成为建立栖息
地的良好备选。

如果发现水冰，就相当于在地
球上找到了金矿。水冰通过电解等

手段二次加工后可以制造氧气和氢
气。月球上没有大气层，氧气是人
类在月面驻扎和生存的最基本条件
之一。氢气液化后也可作为优质火
箭燃料，有效解决月面运输、地月往
返及向火星等更远星球飞行的燃料
需求。而这项重点任务，主要落在
了嫦娥七号肩上，预计2026年前后
在月球南极着陆，开展环境探测和
资源利用。

而且，南极-艾特肯盆地是月
球三大地体之一。科学家们从遥感
图像里面判断，这可能是太阳系里
面自然天体上最大的一个陨石坑，
具有重要的科研价值，也可能会改
变人类对地球的认识。

本轮探月的重点任务，寻找水冰

鹊桥二号的任务，不只是转发信号

嫦娥六号的月球南极之旅，即将启程 揭秘

发射鹊桥二号
为何选中“小个子”长征八号

鹊桥二号发射升空 新华社记者 蒲晓旭 摄

北京时间2024年3月20日8时31分，鹊桥二号中继星搭载长征八号遥三
运载火箭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起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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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储希豪

在鹊桥二号之前，我们已经有一
颗鹊桥中继星为嫦娥四号的月背着
陆、探测任务提供了通信中继服务。
相比于“前辈”鹊桥中继星，鹊桥二号
技术创新更多、功能更强。

鹊桥二号设计寿命为 8年，它
并不是一颗简单的中继通信卫星。
鹊桥二号重约1200公斤，比鹊桥中
继星大得多，鹊桥中继星只有425
公斤左右。这样的体格不光要承担
通信中继任务，还要执行科学探测
任务，带上了极紫外相机、阵列中性
原子成像仪、地月 VLBI 试验系
统。这三台设备，将使我们对月球
的了解更加深入，也为后续载人登
月任务打下坚实基础。

同时，鹊桥二号并不像鹊桥中继
星那样围绕地月拉格朗日L2点运
行，而是远近轨结合的绕月运行模
式，距离月球最近的时候只有300公

里，这样可以方便与距离月球6.5万
公里的鹊桥中继星联合使用，也可以
更清楚地接收来自月面的信号。

当然，鹊桥二号的核心任务还是
转发信号。为了确保嫦娥六号任务
在月背的通信畅通无阻，鹊桥二号采
用了先进的通信技术，能够在复杂的
太空环境中稳定、高效地传输数据。
而且，它还带着两个小兄弟——天都
一号、天都二号。有了这两个小兄
弟，鹊桥二号的任务除了通信中继以
外，还有导航、遥感两个重头戏。

未来，嫦娥七号、嫦娥八号与鹊
桥二号也将组成月球南极科研站基
本型，会有月球轨道器、着陆器、月
球车、飞跃器以及若干科学探测仪
器投入工作。因此，鹊桥二号不仅
仅是嫦娥六号“专属服务员”，也将
为嫦娥七号、嫦娥八号提供通信中
继服务。

月球总是将最美丽的一面朝我
们，而它的背后是那些密密麻麻的
撞击坑。如果没有月球的存在，那
些撞击坑就会出现在地球表面，它
是地球生命的“保护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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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太空探索的步伐日益加快，人
类对月球背面的好奇愈发强烈。
2018年12月8日凌晨，中国嫦娥四
号探测器搭乘长征三号乙改进Ⅲ型
运载火箭从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
升空，开始了人类航天器首次月球
背面探测之旅。

月球的正面和背面有非常大的
不一样，月球背面基本上都是古老
的月壳和月球的高地，埋藏着很多

科学的问题。为了进行深入探索和
研究，我国计划在鹊桥二号进入运
行状态之后，发射嫦娥六号探测器，
将实现人类首次月背采样返回。

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正在按
计划开展嫦娥六号任务的准备工
作，预计今年上半年启程前往月球
背面的南极-艾特肯盆地，去发现
并采集不同地域、不同年龄的月球
样品，实现众多科学目标。

然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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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要先发射鹊桥二号这颗中继卫
星，搭建起探测器和地面站之间的

“鹊桥”。因此，鹊桥二号是支持嫦
娥六号任务的关键所在。

3月 20日，长征八号火箭成功把鹊桥二
号中继星送入了地月转移轨道，探月工程四
期的首次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为什么这
次发射任务没有交给执行过探月任务的“大
力士”长征五号，而是交给了只有两级半结构
的“小个子”长征八号呢？

“小个子”如何成为“大力士”
长征八号是我国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

它采用了二级半的构型：芯一级为直径3.35
米的液氧煤油模块，芯二级为直径3米的液氢
液氧模块，捆绑了2枚 2.25米直径的液氧煤
油模块助推器，全箭总长约50.3米。比起直
径5米、总长57米的“胖五”来说，“长八”显然
是“小个子”。

航天科技集团一院长征八号火箭总设计
师宋征宇表示，我们选择长征八号来发射地
月转移轨道，主要还是由于卫星相对来说比
较轻，不超过1.3吨，如果用长征五号来发射
就显得有点浪费了。

宋征宇介绍，长征八号只有两级半，为了
提升运载能力，他们设计了一个特殊的弹
道，把所有的能力都用来加速，而不是提高高
度。等它到了一定速度之后，它自然会进入
一个滑行轨道，再进一步提升速度，入轨的时
候，提升到超过了1万米每秒。”优化弹道设
计、在低空中高速飞行的特点，使得长征八号
能“四两拨千斤”，即使是“小个子”，也成功挑
起了“大力士”才能承担的重担。

发展性能更好的推进系统，带
动行业升级换代

宋征宇说，对他和团队来说，这次鹊桥二
号任务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能不能在发射窗
口期内，把卫星给发射出去。

对探月任务来说，3月份只有3天有发射
窗口，每天2次，总共6次发射机会。在文昌，
影响发射窗口的因素主要是天气，3月，海南
最大的高空风能到60多米每秒。万一出现
因为天气原因要推迟发射的情况，宋征宇最
担心的是火箭的芯二级，也就是氢氧末级的
推进剂如何处理。

宋征宇说：“液氢的温度是 20K，也就是
零下 250 多度。如果我们把液氢加注到贮
箱，这时候突然出现了一些问题要推迟发射，
在常温下，液氢就会急剧气化，导致箱压会上
升，在这种情况下整个箱子会爆裂，会产生不
可预料的后果。”

因为液氢推进剂的特殊性，它的使用一
直是个难点，稍有不慎就会出现问题。国际
航天界多款火箭就曾出现液氢加注以后管路
或者阀门泄漏。

为了考察低温推进剂对火箭的结构、管
路系统和阀门等关键零部件的影响，今年3月
初，长征八号团队进行了氢氧末级发动机的
全系统试车，先后考核了火箭发动机在推迟
发射后泄回推进剂，和不泄回推进剂持续24
小时之后点火两种工况，两次试验均获得圆
满成功。 据央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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