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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架起全天候
天鏈新星發射天鏈新星發射 第二代中繼衛星系統建成第二代中繼衛星系統建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7月13日零時30

分，天鏈二號03星搭乘長征三號乙運載火箭，在西昌衛星發

射中心成功發射。「天鏈」中繼衛星最主要任務是為飛船、

太空實驗室、太空站等載人航天器提供數據中繼和測控服

務，例如天地通話、太空授課、交會對接、出艙活動等。此次發射的天鏈二號

03星將與此前發射的天鏈二號01、02星三星組網，組成中國第二代數據中繼

衛星系統，這將大大提升中國天基測控與數據中繼的能力。

今年6月發射的神舟十四號載人飛船搭載3名航天員飛向太空，開啟為期6

個月的在軌駐留。在此期間，兩代天鏈衛星系統將全天候為太空站和

地面站建起一條條信息「天路」，為航天員在軌生活和工作保駕

護航。兩套全球中繼衛星系統的使用，將使信息傳輸的可

靠性和安全性大幅提高。

中繼衛星被稱為「衛星的衛星」，是為中低軌道的航
天器與航天器之間、航天器與地面站之間提供數據中
繼、連續跟蹤與在軌測控服務的系統，被認為是20世紀
航天測控通信技術的重大突破。中繼衛星可以充分發揮
軌道高度優勢，「居高臨下」跟蹤在中低軌運行的航天
器，並將獲得的數據實時回傳到地面，可極大提高各類

衛星的使用效益和應急能力，大幅度減少地面站、測量船的數量，具有
巨大的經濟優勢。

昔依賴測控站及測量船
在天鏈中繼衛星投入使用前，中國一直依託一系列陸基測控站和遠望系

列遠洋測量船支撐衛星、飛船和探測器的發射測控與在軌通信任務。然
而，由於受地球曲率的影響，地面和海上測控對中低軌道航天器的軌道覆
蓋範圍非常有限。如要實現對300公里高度的低軌道航天器100%覆蓋，理
論上需要在地表均勻布設100多個站點。

美國、俄羅斯及歐洲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便開始着手建設中繼衛星系
統，並得到廣泛應用。中國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開始對中繼衛星進行
研究，並在「九五」計劃（即1996年-2000年中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
展的計劃）期間開展了一系列的預研工作，為第一代數據中繼衛星系
統的建設奠定基礎。天鏈一號中繼衛星於2003年由航天科技集團五院
抓總啟動，以當時最新研製的東方紅三號衛星平台為基礎開展研製。

2010年，中國啟動天鏈二號衛星的研製工作。天鏈二號01星基於東
方紅四號平台，在充分繼承第一代中繼衛星技術狀態的基礎上，採用
更加先進的有效載荷技術，配置多副新型天線。天鏈二號衛星兼容天
鏈一號衛星的工作頻率，並擴展了工作頻率的帶寬和轉發器的通道數
量，傳輸速率增加了一倍，大大提升了系統的數據傳輸速率和傳輸效
能，衛星服務覆蓋的範圍得到極大提升，可以兼顧部分36,000公里的同
步軌道用戶航天器的服務需求。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

天鏈一號系統（中國第一代中繼衛星）
啟動研製時間：2003年
採用衛星平台：東方紅三號

詳情：
◆天鏈一號前後發射了01、02、03、04、05
星，其中2012年01、02、03三顆衛星實現
組網後，分別在非洲、印度洋、太平洋上空對
低軌用戶航天器實現近100%的覆蓋。

香港文匯報訊據中新社報道，國家氣候中心發布
的消息指出，中國高溫事件已持續30天，影響人口
超過9億人。 國家氣候中心預計，未來15至30天
（7月27日至8月11日），中國大部地區氣溫較常
年同期偏高，需防範高溫熱浪對民眾生產生活和電
力供應的不利影響。

河北多地最高溫超44℃
國家氣候中心監測顯示，今年6月以來（截至7月
12日），中國平均高溫日數5.3天，較常年同期偏多
2.4天，為1961年以來歷史同期最多。多地高溫日數
與常年同期相比偏多5至10天，其中河南大部、湖
北北部、陝西東南部、安徽中部和北部、山東南
部、江蘇西北部等地偏多10天以上。
據統計，共有71個國家氣象站的最高氣溫突破歷

史極值，其中河北靈壽、藁城、正定和雲南鹽津日
最高氣溫達44℃以上。
6月13日以來，中國出現了今年首次區域性高溫

天氣過程，範圍廣、持續時間長、極端性強、影響
大，截至7月12日，高溫事件已持續30天，覆蓋國
土面積達502.1萬平方公里，影響人口超過9億人。

多省電網用電負荷錄新高
受高溫天氣影響，6月13日以來，河北、山東、

河南、陝西、甘肅、寧夏、新疆等7個省級電網以
及西北電網用電負荷均創歷史新高。因溫高雨少，
部分地區旱情持續或發展。
在上海，13日最高氣溫高達40.9℃，追平1873年
上海徐家匯站有正式氣象觀測紀錄以來最高值，與
2017年最高值「並列第一」。
國家氣候中心稱，北半球夏季高溫熱浪事件日漸頻

繁，全球變暖是根本原因，大氣環流異常則是今年6月
以來全球多地高溫熱浪頻發的直接原因。具體到中國，
目前正在持續的拉尼娜事件為6月以來南方高溫的發生
發展提供了重要的氣候背景條件，尤其是7月中緯度暖
高壓帶發展加強，導致出現大範圍高溫天氣。

內地高溫已持續30天 超9億人受影響

中繼衛星是主要
服務於航天器的衛星，相當於天上的數

據「中轉站」，可為衛星、飛船等航天器提供數據中繼和測控服務。中國
從2003年開始啟動中繼衛星的研製，於2008年發射首顆天鏈一號01星，並在
2012年實現天鏈一號三星組網。天鏈一號的建成，令載人航天通信實現跨越發
展。2003年，楊利偉在神舟五號任務中，只能利用極短的時間窗口與地面通信。
2013年，神舟十號任務時，王亞平已可以進行長達50多分鐘的首次太空授課，
太空中傳回的畫面、聲音十分清晰。

傳輸總速率大幅提升
天鏈一號組網成功，令中國成為繼美國之後第二個擁有全球覆蓋能力中繼衛星
系統的國家，但中國中繼衛星研製之路並未停止。2019年3月，天鏈二號01星成
功發射，拉開中國中繼衛星系統更新換代的序幕，進入兩代中繼衛星「聯手」應
用階段。航天科技集團五院介紹，與天鏈一號衛星相比，天鏈二號採用東方紅四
號公用平台研製，載重更大、技術更強、性能更優。其中，星間鏈路天線更是突
破大量難題，使對用戶目標服務數量增加1倍，傳輸總速率達到了Gbit/s量級，
服務效能大幅提升。
據介紹，天鏈二號衛星發射在軌後，與天鏈一號衛星系統協同組網工作，主要用
於為飛船、太空實驗室、太空站等載人航天器提供數據中繼和測控服務，也能服務
於中、低軌道遙感、測繪、氣象等衛星，還能為航天器發射提供測控支持。2021
年12月，天鏈二號02星成功發射。僅7個月後，太空又迎來了此次發射的天鏈二
號03星。專家表示，這驗證了天鏈二號衛星的快速研製能力，為後續二代中繼多
星快速在軌組網提供了支撐，中國天基測控與傳輸網絡建設的步伐進一步加快。

實現中低軌道全覆蓋
「如果說天鏈一號實現了中國數據中繼衛星『從無到有』，天鏈二號三星組網
則實現了『從有到強』」。航天科技集團五院表示，當前，隨着天鏈數據中繼衛
星系統的組網應用，全天候、全球覆蓋的天基測控網絡已經建成，長時間不間
斷、穩定可靠的天地通話已成為現實，天鏈中繼衛星架起了一條連通天地、暢通
無阻的「天路」。隨着第二代中繼衛星系統三星組網，中國已形成第一代、第二
代多星組網的架構，將為更多的中低軌航天器提供更強大的測控與數傳服務。三
星組網後，中國同步軌道測控的覆蓋率進一步提升，測控網絡多波束覆蓋將實現

對軌道覆蓋範圍進一步擴大，星地一體化實現中低軌道的全覆蓋。

天地通信更暢通

整理：香港文匯報
記者 劉凝哲

香港文匯報訊 綜
合中新社及環球網
報道，中國人民解
放軍南部戰區新聞
發言人田軍里空軍
大校13日就美艦擅
闖中國西沙領海發
表談話。
田軍里表示，7月

13 日，美「本福
德」號導彈驅逐艦未經中國政府批准，非法闖入中國
西沙領海，中國人民解放軍南部戰區組織海空兵力進
行跟蹤監視並予以警告驅離。
田軍里表示，美軍行徑嚴重侵犯中國主權和安全，

嚴重破壞南海地區和平穩定，嚴重違反國際法和國際
關係準則，是其大搞航行霸權製造南海軍事化的又一
鐵證。「事實再次說明，美是不折不扣的『南海安全
風險製造者』『地區和平穩定破壞者』」。

這位發言人指出，
戰區部隊時刻保持高
度戒備狀態，堅決捍
衛國家主權安全和南
海地區和平穩定。
當天，南部戰區率

先公布了「本福德」
號的違法行為，並首
次披露了現場處置
圖。接受《環球時

報》採訪的專家認為，從公布的圖片可以看出，中美雙
方距離很近，表明中方對美方進行有效跟蹤監視，對美
軍在相關海域的動態能實時掌握。此外，在解放軍的嚴
密監視之下，美艦火炮和火控雷達都處於起始位置，未
進行操演。軍事專家張學峰對《環球時報》表示，此次
南部戰區首次第一時間公開中方應對美艦的照片，既表
明了解放軍有力的應對措施，又及時公開現場情況，輿
論應對更為主動。

美艦擅闖中國西沙領海 解放軍跟監驅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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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天路路
中國兩代天鏈中繼衛星系統比較

天鏈二號系統（中國第二代中繼衛星）
啟動研製時間：2010年
採用衛星平台：東方紅四號，載重更大、技術更強、性能更優

詳情：
◆充分繼承第一代中繼衛星技術狀態的基礎，採用更加先進的
有效載荷技術，配置多副新型天線。天鏈二號衛星兼容天鏈
一號衛星的工作頻率，並擴展了工作頻率的帶寬和轉發器的
通道數量。

◆天鏈二號01、02、03星組網後，中國同步軌道測控的覆蓋率
進一步提升，除支持載人航天任務外，從運載火箭發射測控
服務到各類遙感衛星在軌的測控與數據傳輸服務，天鏈中繼
衛星網絡每天在軌任務量逐漸增加。

◆◆北京時間北京時間77月月1313日日00時時3030分分，，中國在西昌衛中國在西昌衛
星發射中心使用長征三號乙運載火箭星發射中心使用長征三號乙運載火箭，，成功將成功將
天鏈二號天鏈二號0303星發射升空星發射升空。。 中新社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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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鏈二號天鏈二號0303星星

天鏈二號天鏈二號0101星星 天鏈二號天鏈二號0202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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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戰區海軍咸寧艦對非法闖入中國西沙領海的美海軍「本福
德」號導彈驅逐艦進行跟蹤監視並予以警告驅離。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