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鹊桥二号中继星成功发射

贵阳贵安今年已新开工项目176个

总投资达430.9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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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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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鹊桥二号中继星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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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新华社、人民网消息

发射任务圆满成功

探月工程大幕再启

鹊桥二号升级换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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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