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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空 间 站

“5、4、3、2、1，点火！”北京时间 2022

年 7 月 24 日，伴随着 01 指挥员廖国瑞洪

亮清晰的口令，长征五号 B 运载火箭托

举问天实验舱一飞冲天。

任务中，天链卫星一直紧紧跟随进

行测控支持，为问天实验舱与天和核心

舱顺利对接提供可靠保障。

天链，顾名思义就是“天上的信息

链”，主要为飞船、空间站、中低轨道卫星

等提供数据中继和测控服务，为航天器

发射提供测控支持。天地通话、太空授

课、出舱活动等，都离不开天链卫星这个

“太空基站”的支持。

天链，是航天梦的亮丽色彩，更是大

国志的精彩华章。14 年间，西昌卫星发

射中心以 100％的成功率，顺利将 2 代 8

颗天链卫星发射升空，为天地沟通搭起

“信息金桥”，铸就了一部恢宏磅礴的“星

座建造史”。因此，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也

被人们称为“天链母港”。今天，让我们

跟随记者的脚步，探寻西昌航天人为天

地“搭桥”的幕后故事。

从此，我们有了天上
的数据“中转站”

川西大凉山深处，青山白云掩映间

的安宁河谷，坐落着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那一年，01 指挥员唐功建和他的同

事，迎来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发射

我国首颗数据中继卫星天链一号 01 星，

为我国天地联通搭建起数据传输的桥

梁。

发射前，唐功建异常忙碌，带领团队

负责组织、指挥、计划和协调火箭和卫星

进 场 、测 试 、吊 装 、发 射 等 全 过 程 的 工

作。这次任务，唐功建需要全面准确掌

握 20 多个分系统近 200 个岗位工作的总

体情况和各系统状况。

随着人类探索太空的脚步逐渐加

快 ，各 式 各 样 的 航 天 器 应 运 而 生 。 随

之 而 来 的 ，是 越 来 越 繁 重 的 航 天 器 跟

踪测控任务和越来越庞大的数据传输

量。

天链中继卫星投入使用前，我国一

直依托一系列陆基测控站和远望系列远

洋测量船支撑卫星、飞船和探测器的发

射测控与在轨通信任务。然而，由于受

地球曲率的影响，地面和海上测控对中

低轨道航天器的轨道覆盖范围有限。如

果要实现对 300 公里高度的低轨航天器

100%覆盖，理论上需要在地表均匀布设

100 多个站点。

2003 年 10 月，神舟五号飞船将航天

员杨利伟送上太空。在轨期间，杨利伟

与地面控制站进行了数次天地通话。不

过，此时的天地通话有严格限制——必

须在地面测控站收到飞船信号后，利用

极短的时间窗口进行通信。当时，载人

飞船约 90 分钟绕地球一圈，多数时间无

法和地面测控系统实时联系。

跟踪与数据中继卫星系统，能为中

低轨道的航天器与航天器之间、航天器

与地面站之间提供数据中继、连续跟踪

与在轨测控服务的系统，能够较为完美

地解决通信受限的弊端，也能大幅度减

少地面站、测量船的数量，具有巨大的经

济优势。“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天链

中继卫星系统应运而生。我们西昌卫星

发射中心，承担起为天地沟通搭建信息

桥梁的历史重任。”唐功建说。

历史会铭记这一天。2008 年 4 月 25

日晚，长征运载火箭家族的新成员长征

三号丙运载火箭，静静地矗立在西昌发

射场 2 号发射工位上，等待着自己的出

征首秀。

伴随着 01 指挥员唐功建沉着有力

的口令，火箭将天链一号 01 星顺利发射

升空。从此，中国的中低轨航天器开始

拥有天上的数据“中转站”。

新型火箭首次发射，升空的又是首

颗天链系统卫星，几个“首次”叠加，可以

想象任务压力有多大。“那段时间，办公

室和机房常常灯火通明，但没人叫苦叫

累，大家都怀着一个共同的信念——一

定要让我们的中继卫星早日升空！”西昌

发射场计划部部长陈政说。那次任务，

陈政首次坐上发控台，挑起“金手指”的

重担。

5 个月后，天链一号 01 星在神舟七

号任务中首次精彩亮相。“我已出舱，感

觉良好！”航天员翟志刚进行的天地音视

频直播，通过天链一号 01 星实时传回地

面，响彻寰宇。自此，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拉开了天链建造组网的序幕。

2011 年和 2012 年，天链一号 02 星、

03 星先后在该中心成功升空，实现 3 星

在轨组网工作。后续，天链一号 04 星、

05 星 又 先 后 入 轨 并 完 成 在 轨 测 试 ，与

01、02、03 星实现全球组网运行。

至此，我国第一代数据中继系列卫

星圆满收官。第一代天链卫星实现了

中 国 在 数 据 中 继 卫 星 领 域 的“ 从 无 到

有”，在天地间架起一条信息“天路”，为

发展航天事业，建设航天强国作出重要

贡献。

这句口号，烙印在西
昌航天人心中

一颗螺钉有多重要？

对西昌航天人来说，一颗螺钉有可

能关系一次卫星发射的成败。

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两座发射塔

架巍巍矗立。塔架不远处的山脚下，一

排鲜红的大字格外引人注目——颗颗螺

钉连着航天事业，小小按钮维系民族尊

严。

这一标语，既见证着航天人逐梦星

辰大海的壮丽征程，也蕴含着天链组网

八战八胜的制胜密码。

20 世纪 90 年代，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曾经历任务失利，一度陷入低谷。失利

的阴霾笼罩在中心每个人心头，是消沉

还是奋起？西昌航天人的回答斩钉截

铁：事不避难，义不逃责！

经过深入分析总结失利原因，他们

深刻认识到粗放式管理带来的危害，并

找到了破解难题的关键“钥匙”——大抓

质量建设。

那一年，长征二号 E 火箭点火升空，

计划将第一颗“澳星”送入预定轨道。可

意外发生了：发动机在 7 秒后紧急关机，

最终发射失利。

“澳星”发射失利，是一个巴掌大的

线路板短路造成的！痛定思痛，发射场

领导组织科技人员用红漆将这句口号写

到钢板上，让每名参试人员上下班路上

都能一眼看到。

从此，这句口号印在发射场，更烙印

在西昌航天人心中。

多年来，该中心参试人员始终秉承

精益求精、严慎细实的工作作风，将质量

意识根植心底、融进血脉，确保天链组网

万无一失。

2016 年 11 月 22 日 ，是陈政记忆犹

新的一天。在天链一号 01 星发射时担

任“金手指”的他，在这次天链一号 04 星

任务中，有一个更为重要的身份——01

指挥员。

自天链卫星发射组网以来，在西昌

航天人的接续努力下，中心取得了三战

三捷的辉煌成绩。“天链一号 04 星，恰好

是我们中心第 100 次航天发射任务。跑

好这一棒，压力格外大。”陈政说。

为确保任务成功，陈政带领团队严

格加强质量管控，围绕任务重大技术状

态情况，系统梳理风险关键点，精心制订

完善预案措施，用万全准备确保万无一

失。

翻 开 存 放 在 中 心 的 工 作 记 录 本 ，

记 者 看 到 这 样 一 组 数 据 ：天 链 一 号 04

星发射任务从当日早 6 点开始，一直持

续到次日凌晨 1 点，整场任务执行时间

节点细化到每小时；进入发射阶段后，

执 行 时 间 更 是 被 细 化 到 倒 计 时 120 分

钟、倒计时 80 分钟、倒计时 40 分钟、倒

计时 30 分钟、倒计时 15 分钟……

当长征三号丙运载火箭搭载天链一

号 04 星飞向太空，卫星顺利入轨，天链

卫星发射记录被刷新为四战全胜，西昌

卫星发射中心也成为我国首个发射次数

突破百次的卫星发射中心。

2019 年，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两个工

位频繁交替发射，多发任务并行推进，三

箭多星同时在场测试。塔勤系统操作手

赵小旦记得，那年春天格外忙碌。3 月

10 日，中星 6C 通信卫星成功升空。相

隔仅 21 天后，他们又要执行天链二号 01

星发射任务。

为 助 力 天 链 组 网 ，勤 务 保 障 人 员

早 出 晚 归 ，争 分 夺 秒 扑 在 岗 位 上 。 筹

措 常 规 推 进 剂 、低 温 推 进 剂 、特 种 气

体，保障安全供电，接发运输专列……

赵 小 旦 和 同 事 们 拼 尽 全 力 ，守 护 发 射

场的运转。

在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第 301 次发射

之际，陈政再次担任 01 指挥员，成功将

天链二号 01 星发射升空。从此，我国中

继卫星系统迈入“2.0 时代”。

2022 年 7 月，天链二号 03 星静待出

征，任务准备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小“插

曲”。7 月 12 日晚，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指

挥控制中心内某关键数据，突然出现通

信中断。

面对突发紧急状况，为确保不带问

题 发 射 ，不 带 隐 患 上 天 ，被 称 为“ 活 地

图”的岗位主操作手李鹏使出自己的绝

活 —— 在 千 回 百 绕 、错 综 复 杂 的 线 路

中，准确定位故障板件所在，迅速排除，

确保了设备及时恢复正常。

7 月 13 日 0 时 30 分，伴随着一声响

亮的点火口令，怒吼的长征三号乙运载

火箭宛如一条腾飞的巨龙，穿破漆黑的

夜空。天链二号 03 星升空，顺利进入预

定轨道，标志着我国第二代地球同步轨

道数据中继卫星系统正式建成。

天链组网，八战全胜。西昌卫星发

射中心严抓质量管理、质量教育，大力培

塑质量文化。“近年来，中心常态引导科

技工作者不断强化质量意识、安全意识

和风险意识，推动质量理念在每个人心

中立起来、落下去。”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副主任李本琪说。

一张张鲜红的任务喜报，见证着西

昌航天人的追求。近年来，嫦娥五号、天

问一号、天和核心舱等“国字号”“天字

号”任务陆续从这里成功发射。

创新超越，让探索太
空的脚步行稳致远

天链二号 01 星入轨后，中国中继卫

星成功升级，开启了我国数据中继卫星

“从有到强”的新征程。

与天链一号卫星相比，天链二号采

用东方红四号公用平台研制，载重更大、

技术更强、性能更优。其中，星间链路天

线更是突破大量难题，服务效能大幅提

升。随着第二代数据中继卫星系统全球

组网，将大大缓解中继卫星系统资源的

统筹问题，显著提升我国的天基测控与

数据传输能力。

神舟五号任务时，天地通话的带宽

很低，地面人员虽能看到航天员的画面，

但画面比较模糊，时有“卡顿”。航天员

只能听到地面声音，看不到地面画面。

神舟九号任务已经实现了天地间双向可

视 通 话 。 现 在 ，天 和 核 心 舱 已 经 装 上

WiFi，可以实现清晰而不间断的天地通

话。

两代天链卫星系统创造“天地互动”

奇迹的背后，离不开“天链母港”的航天

人接力奋斗。多年来，该中心始终把科

技创新摆在战略高度，瞄准世界科技前

沿，持续加强核心能力建设攻关。

“天链组网的过程，既是我们中心

逐步走向高密度航天发射任务的过程，

也 是 我 们 跑 出 科 技 创 新 加 速 度 的 过

程。”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总工程师钟文

安介绍，近年来，中心坚持创新驱动战

略，加强创新团队扶持，组建以“车著明

创 新 团 队 ”为 代 表 的 11 支 科 技 创 新 团

队 和 15 个 技 能 革 新 班 组 ，建 成 了 航 天

发射场可靠性技术重点实验室和博士

后科研工作站。

天链一号 02 星发射前夕，西昌卫星

发射中心某氮氧站的现代化运控操作室

内，一场桌面推演操作训练正在进行。

推演现场，技术员王荭鑫频繁发出指令，

设置多种情况，使参训人员不断面对新

挑战。

桌 面 推 演 ，是 模 拟 仿 真 的 一 种 手

段。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某氮氧站别出心

裁，开拓创新，把推演运用于任务应急演

练中。

一体化指挥显示系统、某新型感知

系统、发射场雷达某标校软件……创新

驱动下，一项项科技新成果应用到航天

发射任务中。

2021 年 12 月 ，天链二号 02 星蓄势

待发。担任此次发射任务的 80 后 01 指

挥员张润红，正是创新驱动的亲历者、受

益者。从西北工业大学毕业后，张润红

来到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工作。经历数十

个岗位、81 次航天发射任务、12 次分系

统指挥员、3 次技术阵地指挥员磨砺考

验后，张润红成长为中国首位女性发射

阵地 01 指挥员。

“高密度的重大航天发射任务，给我

们青年科技人员搭建了能力提升的平

台 、自 我 展 示 的 舞 台 和 成 长 成 才 的 擂

台。”张润红说。

2022 年，我国将完成空间站的在轨

建造，“天链母港”搭建的两代数据中继

卫星系统，将全天候为空间站和地面站

建起一条条可靠的信息“天路”，保障航

天员在轨工作和生活。

历经 14 年，西昌航天人倾力搭建的

信息“天路”，让中国人探索太空的脚步

更加行稳致远。

向天图强，敢于战胜
一切艰难险阻

谁持彩练当空舞？天基测控，天链

经天。

9 年前，在距离地面 300 多公里的天

宫一号里，神舟十号任务乘组航天员王

亚平开启我国首次太空授课，全国 6000

多万学生同步收看直播。长达 51 分钟

的授课，直播画面清晰细腻，天地互动及

时流畅。这一幕，成为众多青少年的“集

体记忆”。

“天链卫星精准稳定的数据传输，为

人们搭起了一座座天地往返的数据‘中

转站’，使得吟唱千百年的‘天涯若比邻’

成为现实。”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主任邓洪

勤说。

这一“天地奇迹”的背后，是中国航

天人向天图强、勇挑重担，敢于战胜一

切艰难险阻、勇于攀登科技高峰的壮丽

征程。

为 完 成 太 空 授 课 这 一 历 史 重 任 ，

需 要 确 保“ 天 链 ”中 继 卫 星 对 中 、低 轨

航天器轨道覆盖，实现高覆盖、高速率

通 信 保 障 。 这 意 味 着 ，西 昌 卫 星 发 射

中心需要在 2013 年前成功将天链一号

03 星发射升空，实现 3 星组网运行。

2012 年，该中心进入一个新的高密

度发射期。除了天链之外，他们还有 4

发北斗以及亚太七号国际卫星等发射任

务，全年要完成 8 箭 10 星的发射。

“那一年，我们刚刚成立液氢接受转

注阵地。大项任务交织并行，时间紧、任

务重，对我们发射场提出很高要求。”低

温燃料保障分系统指挥员李术洪说。

为了确保“天链”顺利组网，李术洪

带领团队主动请缨。承载着全体西昌航

天人的期待，长征三号丙运载火箭托举

天链一号 03 星于 2012 年 7 月 25 日飞向

太空。卫星精准入轨，天链一号卫星 3

星正式组网运行，我国成为继美国之后

第二个拥有全球覆盖能力中继卫星系统

的国家。

2020 年以来，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进

入超高密度航天发射任务状态，突如其

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更是给航天发射任

务带来极为严峻的考验。该中心科学

统 筹 疫 情 防 控 下 的 人 员 定 岗 、厂 房 分

配、射后恢复等各项工作，为保证按时

发射、安全发射、成功发射提供有力支

撑，陆续将天链一号 05 星、天链二号 02

星、03 星成功发射升空，取得了 8 星连

捷的成绩。

航天报国、航天强国是西昌航天人

不变的初心使命。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党

委书记董重庆说：“中心全体科技工作者

将为推动中国航天事业发展继续努力，

为人类和平利用太空、推动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贡献更多的中国智慧、中国方

案、中国力量。”

天链组网 八战八捷

“天链母港”托举“太空基站”
■胡煦劼 黄国畅 本报记者 王凌硕

34号军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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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功勋塔架，天链系列卫星均从这里发射升空。图为勤务保障系统操作手对供电线路进行检修。胡增辉摄 图②：2022年 7月，文昌发射场

问天实验舱蓄势待发。邱立军摄 图③：2022年 7月 13日，天链二号 03星发射任务圆满成功，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指挥大厅亮起大红屏。胡煦劼摄

③③

①①

②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