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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搭中國搭「「鵲橋鵲橋」」聯通地月聯通地月
信號通途已築就信號通途已築就 靜候靜候「「嫦娥嫦娥」」飛九天飛九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5月

21日5時28分，中國在四川西昌衛星發

射中心用長征四號丙運載火箭，成功將探

月工程嫦娥四號任務「鵲橋」號中繼星發

射升空。「鵲橋」，將成為世界上首顆運

行在地月拉格朗日L2點的通信衛星，為

中國首次實現月球背面着陸探測提供中繼

通信。「鵲橋」號中繼衛星的成功發射，

標誌着中國成功邁出月球背面登陸與探測

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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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格朗日點，是指衛星受太
陽、地球兩大天體引力作用，
能保持相對靜止的點，由法國

數學家拉格朗日1772年推導證明出，共有5個。其
中L2點位於日地連線上、地球外側約150萬公里

處，在L2點衛星
消耗很少的燃料即
可長期駐留，是探
測器、天體望遠鏡
定位和觀測太陽系
的理想位置，在工
程和科學上具有重
要的實際應用和科
學探索價值，是國
際深空探測的熱
點。

■資料來源：綜合新華社及香港文匯報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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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格朗日點
（Lagrangian point）

兩微小型探測器同奔月球

料完成史上最遠激光測距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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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數學家拉格朗日法國數學家拉格朗日（（JoJo--
seph Lagrangeseph Lagrange））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 55月月2121日日55時時2828分分，，中國成功中國成功
將探月工程嫦娥四號任務將探月工程嫦娥四號任務「「鵲橋鵲橋」」
號中繼星發射升空號中繼星發射升空。。圖為四川西昌圖為四川西昌
衛星發射中心現場衛星發射中心現場。。 中新社中新社

中國探月工程進展
2004年1月，中國的探月計劃正式立
項。

2007年10月，嫦娥一號升空，中國成
為世界第五個發射月球探測器的國家地
區。2009年3月1日，嫦娥一號在控制
下撞擊月球，圓滿結束繞月探測任務。

2010年10月，嫦娥二號升空，獲得分
辨率優於10米月球表面三維影像、月球
物質成分分佈圖等資料。2011年4月1
日，嫦娥二號拓展試驗展開，完成進入
日地拉格朗日L2點環繞軌道進行深空探
測等試驗後，成功飛越小行星4179（圖
塔蒂斯），工程圓滿收官。

2013年12月，嫦娥三號升空。當月14
日，嫦娥三號成功着陸於月球雨海西北
部，並釋放月球車玉兔號，展開「觀天、
看地、測月」的科學探測和其它預定任
務。2016年8月，嫦娥三號正式退役。

2015年12月，嫦娥四號任務正式立項，
確定將探測月球背面。

2018年5月21日，嫦娥四號「鵲橋」
中繼星升空，為實施月背探測奠定重要
基礎。

2018年下半年，預計發射嫦娥四號探測
器，對月球背面南極艾特肯盆地開展着陸
巡視探測。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凝哲 整理

世界首顆L2點通信衛星
據國防科工局、國家航天局透露，搭載着「鵲

橋」號中繼星的長征四號丙運載火箭，在飛行25分
鐘後，星箭分離，將衛星直接送入近地點高度200
公里，遠地點高度40萬公里的預定地月轉移軌道。
「鵲橋」衛星的太陽翼和中繼通信天線展開正常。
後續一段時間內，「鵲橋」號中繼星將經中途修
正、近月制動和月球借力，並完成L2點捕獲、軌道
修正後，最終進入環繞地月L2點的使命軌道。

消除月球背面通信盲區
月球背面探測計劃，是全球航天事業中的熱點和難
點。月背探測之所以難，是因月球在自轉的同時，也
在圍繞着地球公轉，導致月球永遠都只有一面面向地
球，而另一面則永遠處於背向地球的陰影中。由於月
球本身的遮擋，運行到月球背面的着陸器和巡視器無
法與地球之間進行通信，可謂「兩眼一抹黑」。所
以，解決着陸器和巡視器在月球背面時與地球之間的
通信就成為月背登陸探測的關鍵難題。

世界首例 堪稱中國創舉
「鵲橋」號的升空，被認為是人類邁向月球背面的
第一步。據介紹，「鵲橋」號中繼星將在地月連線延
長線的L2點附近，圍繞L2點飛行，實現對地、對月
中繼通信，保障嫦娥四號任務實施。「鵲橋」號衛星
到月球的平均距離約為6.5萬公里，距地球40多萬公
里。通俗地講，就是將「鵲橋」發射到L2點，讓月
球處於地球和中繼衛星之間，這樣一來，「鵲橋」既
能「看到」月球背面，也能「看到」地球。利用中繼
星實現地球與月球背面的通信，這在世界範圍內也是
第一次實現，堪稱是中國人的創舉。

切實保障嫦娥四號升空
中國探月工程重大專項由國防科工局組織實施。
此次「鵲橋」中繼星任務由工程總體及衛星、運載
火箭、發射場、測控、地面應用五大系統組成。負
責衛星研製的中國航天科技集團表示，「鵲橋」中
繼星的成功發射，為後續嫦娥四號成功着陸月球背
面開展探測任務奠定了關鍵性的基礎，為嫦娥四號
探月工程的圓滿完成提供了有力保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作為
數據中轉站，「鵲橋」能

實時把在月球背面着陸的嫦娥四號探測器
發出的科學數據第一時間傳回地球，具有
重大的科學與工程意義。作為世界首顆地
球軌道外專用中繼通信衛星，它實現了四
大突破。
「鵲橋」由中國航天科技集團五院所屬航
天東方紅衛星有限公司抓總研製，是全世界首
顆地球軌道外專用中繼通信衛星。
與此同時，「鵲橋」也是第一顆在地月L2

平動點上採用Halo軌道的衛星。根據設計，
「鵲橋」衛星將在L2點做擬周期運動，由於
地月距離是變化的，L2點距離月球的距離也
是變化的，通過對使命軌道的設計，鵲橋與月

球的距離不大於8萬公里，可實現對着陸器和
巡視器的中繼通信覆蓋。

架設最大口徑通信天線 信號極強
「鵲橋」架設了一幅展開後口徑達近5米的

傘狀天線，這是人類深空探測器歷史上攜帶的
最大口徑通信天線。航天專家表示，深空探測
難度最大的就是建立可靠的遠距離數據通信鏈
路。「鵲橋」架設的傘狀天線，跨越遙遠的星
地距離，隨時將科學數據從外太空實時傳回地
球。
值得一提的是，「鵲橋」還有望完成人類

歷史上最遠距離激光測距試驗。目前最高紀錄
是距離地球38萬公里，「鵲橋」則有望在距
地球約46萬公里的地月L2點附近完成這項試
驗。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21日5時28分，
位於四川的西昌衛星發射中心，哈爾濱工業大學研
製的「龍江一號」「龍江二號」兩顆月球軌道編隊
超長波天文觀測微衛星，同探月工程嫦娥四號任務
「鵲橋」號中繼星一起，由長征四號丙運載火箭成
功發射升空。

哈爾濱工業大學研製 現運行正常
長征四號丙運載火箭飛行25分鐘後，星箭分離，
將「鵲橋」和「龍江一號」「龍江二號」直接送入

近地點高度200公里，遠地點高度40萬公里的預定
地月轉移軌道，在軌運行狀態正常。
後續，「龍江一號」「龍江二號」將各自單獨完

成地月轉移、近月制動階段的飛行。屆時，哈爾濱
工業大學將成為世界上首個把微小型探測器發往月
球軌道的高校。

世上首次月軌編隊飛行 將開展實驗
進入環月大橢圓軌道後，在地面測控支持下，

「龍江一號」「龍江二號」兩顆微衛星將經過遠

距離接近、近距離逼近後，完成編隊的初始化工
作，形成相對距離在1至10公里範圍內可變的環
月軌道編隊，這將是世界上首次月球軌道環繞編
隊飛行。
「龍江一號」「龍江二號」均裝載中國科學院國

家空間科學中心的低頻射電頻譜儀，探測頻段覆蓋
從1兆赫至30兆赫的電磁頻譜，當它們飛到月球背
面時，將利用月球完全遮蔽地球電磁干擾的天然方
式，開展超長波射電天文觀測等實驗，這會極大豐
富人類對宇宙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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