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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0 日 8 时 31 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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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座新“鹊桥”有何不同？未来将发挥

什么作用？探月工程四期后续如何开展？

地月通信功能更广、
性能更强

“鹊桥二号中继星作为探月工程四期任务

实施的‘关键一环’，将起到通信枢纽的作用。”

中国国家航天局探月与航天工程中心副主任

葛平表示，此次鹊桥二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

功，实现了准时发射、精确入轨、精准控制，为

后续执行一系列飞控任务奠定了坚实基础。

为何要发射鹊桥二号中继星？

专家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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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就需要一颗中继星，为地面

和月球探测器之间架起信息联通的桥梁。

取名“鹊桥”，来源于古老的民间传说，既体

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特色，又形象解释了这颗

卫星的特殊作用。

我国曾在 2018 年发射了首颗中继星“鹊

桥”，为月球背面着陆的嫦娥四号探测器提

供中继通信。如今，“鹊桥”中继星已经在轨

工作多年，处于超期服役状态。

“探月工程四期任务开展着陆探测以及

采样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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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设起月球对地球新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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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平表示。

根据探月工程四期任务的需要，科研人

员对鹊桥二号中继星进行了攻关。与“鹊桥”

中继星相比，鹊桥二号中继星技术创新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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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

施中继通信任务之外，鹊桥二号还携带了多

台科学载荷，将执行科学探测任务。

据 介 绍 ，除 了 服 务 于 中 国 探 月 工 程 四

期，后续鹊桥二号中继星还可为国内外月球

探测提供中继通信支持。

长征八号运载火箭
首次“奔月”

执行本次发射任务的长征八号运载火

箭，是新一代中型两级液体捆绑式运载火

箭，填补了我国 3—5 吨太阳同步轨道运载能

力空白。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发射也是长征

八号运载火箭首次奔赴地月转移轨道。

据介绍，研制团队根据多窗口多弹道、

低空高速飞行剖面等任务需求，对火箭进行

了设计改进和优化。

“此次我们为鹊桥二号中继星任务量身

定制了 3 项‘本领’——更完善的弹道设计、

更灵活的主动滚转技术和更安全的热防护

措施。”火箭研制团队相关负责人表示。

专家介绍，作为一颗环月卫星，鹊桥二

号中继星的发射窗口为“月窗口”，即一个月

只有几天的时间。火箭研制团队从第一窗

口开始，设计了连续 3 天、每天 2 条共计 6 条

弹道，确保卫星在多种情况下都能顺利出

发、安全抵达。

此外，为了应对高空风对火箭发射的影

响，研制团队在使用自主抗干扰控制技术等

成熟方法之外，还为这次的长征八号运载火

箭增加了自动滚转减载技术，使火箭用更稳

定的优势面来应对高空风，通过自身的旋转

抵消掉高空风的影响。

与长征八号运载火箭擅长执行的太阳同

步轨道任务相比，地月转移轨道的入轨高度

更低、火箭飞行速度更快。当火箭高速穿越

大气层时，箭体与大气摩擦产生的温度更高，

端头和前锥首当其冲。为此，火箭研制团队

为火箭多“穿”了一层热防护涂层，火箭重点

部位增加了厚度，更能适应地月转移轨道的

严酷条件。

嫦娥六号将于上半年
择机发射

“发射成功只是第一步，后续鹊桥二号

中继星还需要进行轨道中途修正、近月制动

等一系列重要动作。”葛平介绍，鹊桥二号

中继星调整进入 24 小时周期的环月大椭圆

冻结轨道后，将与嫦娥四号进行在轨对通

测试，与嫦娥六号进行天地对通测试，验证

它们天地联合工作的协调性、匹配性，判定

鹊桥二号中继星是否具备支持嫦娥六号实

施月背采样返回的能力。

嫦 娥 六 号 将 于 今 年 上 半 年 择 机 发 射 。

对于嫦娥六号即将开展的月背采样返回任

务，专家表示，迄今为止人类已进行的 10 次

月球采样返回均位于月球正面，月球背面整

体相对月球正面更为古老，且存

在月球三大地体之一的艾特肯盆

地，具有重要科研价值。嫦娥六

号任务预选着陆区位于月球背

面南极—艾特肯盆地，以期发

现并采集不同地域、不同年龄

的月球样品，增进人类对月球的

认知。任务实现采样返回后，科

学 家 将 对 月 球 背 面 样 品 进 行 系

统、长期的实验室研究，分析月壤

的结构、物理特性、物质组成等，深化

月球成因和演化历史的研究。

当前，国际上掀起了新一轮探月热

潮，世界主要航天国家都在积极开展探月活

动。葛平表示，中国探月工程向来重视国际

合作，中国探月的合作之门始终敞开，这在

以往的探月工程任务中已有很多生动案例

和共赢成果。中国已向国际开放嫦娥五号

月球科研样品申请，后续探月工程四期、行

星探测工程相关任务也将面向世界公

开征集合作方案。

据了解，嫦娥六号任务搭载

了法国的氡气探测仪、欧空局

的负离子探测仪、意大利的

激光角反射镜、巴基斯坦的

立方星等 4 个载荷和卫星

项目。与此同时，我国正

在加快推进国际月球科

研站大科学工程，希望更

多国际伙伴加入，共同拓

展人类认知疆域，为和平

利用太空、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作出贡献。

探月工程四期开启新征程

地月之间架起新地月之间架起新““鹊桥鹊桥””
本报记者 冯 华

■科技自立自强R

我国探月工程四期于 2021 年 12 月获

批实施，由嫦娥四号、嫦娥六号、嫦娥七号

和嫦娥八号 4 次任务组成。其中嫦娥四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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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嫦娥六号将于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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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月工程四期包括哪些任务？

■链接R

3 月 18 日晚 7 点，浙江省文化

馆，一曲唢呐版《小叮当》吹响唢

呐班的课堂。

这是浙江省文化馆全民艺术

学堂的青年公益课堂之一，打眼

一瞧，教室里座无虚席，16 名学员

都是年轻面孔，身旁摆放着按要

求自行准备的 D 调唢呐，有的学

员还给唢呐做了彩绘、装饰，用心

程度可见一斑。

“ 这 课 可 不 好 抢 ，当 初 报 名

就有近 500 人，能选中这门公益

课 程 真 是 幸运。”95 后学员陈欣

一边展示自己精心挑选的唢呐，

一边说道，“ 我 打 算 每 节 课 都 认

真 学 ，之 后 好 在 公 司 年 会 上 露

一手。”

授课老师名叫薛天龙，是浙

江演艺集团民族乐团的一名青年

唢呐演奏者。年轻人对传统民乐

的热爱，令他倍感惊喜，“我原本

预期有 30 人报名就不错了，现在

有近 500 人报名，对我来说也是

新的挑战。”

“来，大家先试着吹出声来。”

薛天龙说完，教室里的 16 支唢呐

一齐奏响，场面颇为震撼，就是声

音有高有低、有弱有强，听上去不

尽如人意。

“咱们吹唢呐可以‘不靠谱’，

但争取‘着调’。”薛天龙轻松幽默

的教学风格，让教室里欢笑声不

断。这是唢呐班的第二堂课，他

从最基础的乐理知识讲起，带领

学员一点点熟悉唢呐。

一旁的助教名叫金丞一，今年只有 12岁，跟着薛天龙学

吹唢呐已有两年多，今晚趁着课余来帮忙。她虽然年纪小，

指导起来丝毫不含糊。薛天龙戏称她是班级里的“大师姐”，

每每有演示环节，总要让她亮个相，引来大家阵阵掌声。

临下课，薛天龙特意把浙江省文化馆培训部主任周平

拉上台，“听说文化馆现在开设了公益‘艺术自习室’，方便

市民在空闲教室练习，我也想为唢呐班争取间自习室。”周

平当即答应下来。

作为活动的策划者，周平没想到夜校课程在年轻人中

如此受欢迎，“当初之所以开设面向年轻人的公益课堂，主

要是想为他们提供学习、放松的场合。”

她说，文化馆之前的课程主要设置在工作日白天，来的

基本是老年学员。去年开始，文化馆将晚间时段开放，设置

了更贴近年轻人喜好的相关课程，“之前开过美妆班、烹饪

班、新媒体剪辑班等，人气都很火爆。”

今年以来，浙江省文化馆积极挖掘传统文化特色，除了

唢呐班，越剧班、盘扣班等也“一课难求”。上夜间课堂学门

艺术，在年轻人之间格外流行。“我是福建人，小时候经常听

到唢呐吹奏。”95 后女生彭碧金在电视晚会节目上欣赏到

了民乐表演，逐渐对唢呐、古筝等民族乐器以及传统文化产

生了浓厚兴趣。

在薛天龙看来，唢呐表现力丰富，是具有代表性的民族

乐器，“现在年轻人工作生活节奏快，吹唢呐也能休闲放

松。”他说，唢呐的专业学习其实有着较高的门槛和难度，作

为一门业余课程，希望通过有限的课时，带领大家领略唢呐

的魅力，“能吹奏几首简单的歌曲，就是很不错的成绩。”

这边课刚结束，微信群里下周课程的群接龙发起，没一

会儿工夫，16 名学员就完成接龙，大家约好了下周见。

下图：薛天龙（右）在教学员吹奏唢呐。 黄慧仙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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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奶，快点，看戏去喽……”在江西省高

安市瑞州街道文昌村，一大早，5岁的小陈军欢

呼雀跃，手里抱着个小凳子，拉着奶奶的手，蹦

蹦跳跳出了门，来到村里的文化广场看戏。

上午 9 点，长锣一敲、彩扇一抛，小丑矮

桩步、小旦风摆柳……伴随着清脆的嗓音，演

员登场。

“ 我 偏 不 讲 出 来 ，哥 呀 你 先 猜 一 猜 呀

……”第一个上演的节目，是高安采茶戏《四

九看妹》。清越婉转的腔调、惟妙惟肖的表

演，引得台下观众阵阵喝彩。

65 岁 的 彭 奶 奶 是 高 安 采 茶 戏 的 票 友 ，

“我们老人去城里看戏不方便，今天在家门口

就能一饱眼福。”

“高安采茶戏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深受广大群众喜欢。开展‘奶奶门前唱大戏’

活动，目的就是让老百姓在村里面、在家门口

就能看到精彩的戏曲演出，丰富他们的精神

文化生活。”高安市采茶剧团团长胡长江说。

来到舞台后方，桌上、地上摆满了各式各

样的服装道具，演员们加紧更换着服饰、妆

容，嘴里还默念着戏词。“有路的地方，我们就

进；有空地的地方，我们就演。”正在候场的高

安市采茶剧团演员刘星说，“听前辈说以前要

靠人力扛着大箱小箱进山演出，很是吃力，现

在的路直通村里，我们进村很方便。”

随 后 ，《采 桑》《补 背 褡》等 剧 目 轮 番 上

演。“这些戏都是我们喜欢的！”村民王奶奶高

兴地说。

“每场演出结束后，我们都会对村民进行

回访，以便不断改进创新。只有让老百姓说、

让老百姓评，才能准确地把握创作方向，将文

化服务落到实处。”胡长江说。2023 年，该剧

团累计开展“戏曲下乡”演出 130余场，收到群

众建议 100 余条。今年，该剧团计划开展“戏

曲下乡”演出 140场，目前已开展 38场。

“小时候剧团进村唱大戏，是村里很多人

的美好回忆。”文昌村党支部书记朱文华说，

“现在剧团把戏送进乡村，传统曲调唤起了儿

时记忆，心里别提有多高兴！”

图为江西高安市瑞州街道文昌村，村民

在观看戏曲演出。 高安市委宣传部供图

江西高安市推进文化惠民“送戏下乡”

好 戏 就 在 家 门 口
本报记者 王 丹

本报北京 3月 20日电 （记者潘俊强）近日，2024 北京时

装周开幕。作为 2024 年北京消费季重点活动之一，2024 北京

时装周举办潮流发布、商贸展会、数字时尚等一系列丰富多彩

的活动。

据介绍，北京时装周作为首都时尚产业的重要平台，携手

知名品牌、设计师，展示潮流趋势创意、共创多元化时尚消费

体验，持续引领时尚产业向纵深探索。时装周特别推出潮流

展，为参展品牌提供平台，融合非遗文化元素，旨在打造一场

集时尚设计、传统工艺于一体的特色交易展会。

2024北京时装周开幕

一堂唢呐公益课，让人感受到优秀传统文化在年轻人

中的蓬勃生命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不缺少受众，当前我们需要不断搭

建平台，使之更贴近当下、贴近年轻人。如此看来，这样的尝试

值得点赞。浙江省文化馆利用青年公益课堂作为载体，搭建起

文化艺术体验的桥梁，让年轻人与优秀传统文化双向奔赴。

如今，我们欣喜地看到，越来越多年轻人走进博物馆、

美术馆、文化馆，不断汲取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养分；与

此同时，他们还在各自领域努力探索，使优秀传统文化“跨

界”“出圈”，从而形成了良性互动，让优秀传统文化持续焕

发时代光彩。

让年轻人与优秀传统文化双向奔赴

■记者手记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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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20日 8时 31分，鹊
桥二号中继星成功升空，开
启奔月之旅。作为我国发射
的第二颗在地球轨道以外的
专用中继星，鹊桥二号将为
正在运行的嫦娥四号和即将
开展的嫦娥六号、嫦娥七号、
嫦娥八号等探月工程四期任
务，在地月之间架起一座新
的通信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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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至图③均为鹊桥二号中继星示

意图。 国家航天局供图

图④：鹊桥二号中继星在中国文昌航

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升空。

新华社记者 蒲晓旭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