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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齐宛宁） LG近日在京发布了进
军中国高端市场的四大系列产品，被命名为

“LG SIGNATURE 玺印”的 OLED 电视、冰
箱、洗衣机、空气净化器将登陆国内市场。
为高端人群呈现最具时尚性、艺术化、品质
感的生活方式。

LG 高层领导表示，未来几年，LG 将坚
持高端产品战略、本地化战略，以卓越的产
品力和富有成效的本地化运营力，实现中国
市场的业绩增长。

近日，天链一号 04 星在长征三号丙运载火箭的托举下挺进浩瀚苍穹。
天链一号是中国首颗地球同步轨道数据中继卫星，04 星升空后，由 01、
02、03、04星组成的全球网可为我国神舟飞船、空间实验室、未来空间站
提供数据中继与测控服务，支持空间交会对接任务，为航天器发射提供测
控支持；同时为中、低轨道卫星提供数据中继服务，将数据进行实时下
传，极大提高各类卫星的使用效益和应急能力。

航天器密集升空航天器密集升空，，受地球曲率和电波直线传播的影响受地球曲率和电波直线传播的影响，，
地面测控的缺陷日益明显地面测控的缺陷日益明显。。以中国载人航天为例以中国载人航天为例，，可控陆地可控陆地
站点站点、、海洋船组成的地基站网每天只有约海洋船组成的地基站网每天只有约33小时可与飞船实时小时可与飞船实时
联系联系。。

随着人类探索随着人类探索、、开发和利用空间活动的不断深入开发和利用空间活动的不断深入，，新型新型
空间信息传输系统空间信息传输系统———中继卫星应运而生—中继卫星应运而生。。

中继卫星的全称是跟踪与数据中继卫星中继卫星的全称是跟踪与数据中继卫星，，被称为被称为““卫星卫星
的卫星的卫星”，”，从理论上讲从理论上讲，，就是一种特殊的通信卫星就是一种特殊的通信卫星。。它相当于它相当于
把地面测控站升高到地球静止卫星的轨道高度把地面测控站升高到地球静止卫星的轨道高度，，可以可以““居高居高
临下临下””观测近地空间内运行的航天器观测近地空间内运行的航天器。。

一般的通信卫星作为空中转发站一般的通信卫星作为空中转发站，，两边的任务对象都是两边的任务对象都是
地面站地面站，，而中继卫星在地球同步静止轨道上运行而中继卫星在地球同步静止轨道上运行，，既能直视既能直视
中中、、低轨道航天器低轨道航天器，，又能直视地面站又能直视地面站，，是沟通航天器与地面是沟通航天器与地面
站的桥梁站的桥梁，，可用来取代多艘可用来取代多艘““远望远望””系列航天测控船系列航天测控船。。

20032003年年，，中国天链一号中继卫星系统工程立项中国天链一号中继卫星系统工程立项，，0101星在星在
20082008年成功发射年成功发射，，当年就圆满完成当年就圆满完成““神舟七号神舟七号””数据中继任数据中继任
务务。。20112011年年、、20122012年相继成功发射天链一号年相继成功发射天链一号0202、、0303星星，，它们它们
同时运行并与地面应用系统同时运行并与地面应用系统、、中继终端等组成跟踪与数据中中继终端等组成跟踪与数据中
继卫星系统继卫星系统，，成为世界第二个拥有对中成为世界第二个拥有对中、、低轨道航天器全球低轨道航天器全球
覆盖中继卫星系统的国家覆盖中继卫星系统的国家。。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院长张洪太说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院长张洪太说，，与其他中继卫星与其他中继卫星
系统相比系统相比，，天链一号中继卫星系统所需的卫星数量少天链一号中继卫星系统所需的卫星数量少、、地面地面
控管网络简单控管网络简单、、工作效率更高工作效率更高。。

目前发射的天链一号目前发射的天链一号 0404星是我国第星是我国第 44颗地球同步轨道数颗地球同步轨道数
据中继卫星据中继卫星，，与此前发射的天链一号与此前发射的天链一号0101星星、、0202星星、、0303星实现星实现
全球组网运行全球组网运行，，44星共轨星共轨，，实现全球覆盖实现全球覆盖。。

① 遍布全球的“天链网” ② 用途广泛的“中转转站”

③ 机动灵活的“创新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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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G高端家电进军中国

历经两年建设，中国遥感卫星地面站北
极接收站 （简称北极站） 于北京时间 15日在
瑞典基律纳投入试运行。北极站是我国第一
个海外陆地卫星接收站，具有全天候、全天
时、多种分辨率卫星的接收能力，它的落成
运行极大提高了我国全球数据的接收获取能
力。

新华社发

北极站投入试运行

王家胜近影王家胜近影

天链一号04星在检测中

中继卫星的主要功能是进行天基测控和空天数据中继中继卫星的主要功能是进行天基测控和空天数据中继，，可为卫可为卫
星星、、飞船等航天器提供数据中继和测控服务飞船等航天器提供数据中继和测控服务。。相比于地基测控相比于地基测控，，天天
基测控的最大优势就是覆盖率高基测控的最大优势就是覆盖率高，，具有实时性具有实时性、、经济效益高等优点经济效益高等优点。。

中继卫星作为在太空中运行的数据中继卫星作为在太空中运行的数据““中转站中转站”，”，扮演着扮演着““太空侦太空侦
查员查员”“”“通信接线员通信接线员”“”“太空导航员太空导航员””的角色的角色，，对中对中、、低轨道卫星进低轨道卫星进
行实时监控行实时监控，，使资源卫星使资源卫星、、环境卫星等数据实时下传环境卫星等数据实时下传，，为太空运行为太空运行
的航天器提供预警预报的航天器提供预警预报、、导航定位导航定位，，使太空航行准确安全使太空航行准确安全。。

天链一号天链一号 0404星总设计师王典军说星总设计师王典军说，，在天链一号在天链一号 0404星发射之前星发射之前，，
通过通过 0101、、0202、、0303 星组网星组网，，已经完成了对于全球已经完成了对于全球 200200 公里以上公里以上、、20002000
公里以下空间的全轨道覆盖公里以下空间的全轨道覆盖，，覆盖率近覆盖率近100100%%。。天链一号中继卫星系天链一号中继卫星系
统除了为我国中统除了为我国中、、低轨道资源卫星提供数据中继服务低轨道资源卫星提供数据中继服务，，为航天器发为航天器发
射提供测控支持之外射提供测控支持之外，，更重要的是为我国更重要的是为我国““神舟神舟””系列飞船系列飞船、“、“天天
宫宫””目标飞行器和载人航天提供数据中继和测控服务目标飞行器和载人航天提供数据中继和测控服务。。

在刚刚结束的在刚刚结束的““神十一神十一””飞船和飞船和““天宫二号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飞行空间实验室飞行
任务中任务中，，得益于天链一号中继卫星系统得益于天链一号中继卫星系统，，航天员与地面完成航天员与地面完成““天地天地
通话通话”；”； 通过中继卫星前向高速数据上行传输功能通过中继卫星前向高速数据上行传输功能，，首次实现首次实现““天天
地双向视频通话地双向视频通话”；”；首次实现航天员与地面同步收看首次实现航天员与地面同步收看 《《新闻联播新闻联播》，》，
画面画面、、语音清晰流畅语音清晰流畅。。

王家胜，中国工程院院士，天链一号
卫星总指挥兼总设计师，曾获国家科技进
步一等奖，全国科学大会成果奖等，曾担
任中星20号卫星总指挥兼总设计师。

梦起山城

1943 年，王家胜出生在重庆。他的父
亲是普通店员，母亲是家庭妇女，他还有
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父亲微薄的收入是
全家唯一的经济来源，生活的艰辛可想而
知。

小时候，有人问王家胜长大想干什
么，他脱口而出说想当科学家。初中毕业
后，他考取了重庆市最有名的南开中学。
1960年，他走进四川大学无线电系。大学5
年，他所有科目考试全部“优秀”。

王家胜很早就迷上了天文学，被浩瀚
辽阔的宇宙星海所吸引，阅读了不少天文
著作，还常常半夜起来观察星相。

锋芒初露

1965 年，王家胜考入中国科学院，一
年后因“文化大革命”来临，他学业被迫

中断，但幸运的是，他被留在了科研单位
从事工作。 1966年，王家胜接手和平二号
探空火箭天线的研制工作。他认真分析了
前人失败的原因，重新调整方案，设计了
尾部加载的F形天线，提高了火箭性能，实
现了宽频带匹配。天线通过多次飞行试
验，证明性能良好，并在定型后批量生产
并投入使用。

随后，王家胜投身到返回式卫星天线
的研制工作中。他研制的新型宽波束天
线，在当时国内外文献上都没有出现过，
完全是一种自主创新的设计。这种天线曾
在我国 19 颗返回式卫星上使用，取得了良
好的效果，并于 1978 年获得全国科学大会
成果奖。该天线技术后来也被应用到神舟
飞船返回舱天线的设计上。1983 年，中国
和意大利签订了天狼星通信卫星国际合作
协定。王家胜担任中方技术负责人，在技
术条件十分落后情况下，出色完成了任务。

掌舵天链

1992 年，东方红三号卫星进入重要的
研制阶段，这是我国当时新一代卫星平台
系统，需要攻关的地方很多。这一年，王
家胜在担任了 4 年驻德国 MBB 公司合作项
目总代表后回到中国。不久，他就被任命
为东方红三号副总设计师。从此，“东三平
台”在王家胜的脑海中生根发芽，他也成
为我国对这个平台最熟悉的几个专家之一。

1998 年，我国新立项的中星 20 号卫星
开始进入攻关研制阶段，王家胜勇挑重
担，被任命为总指挥兼总设计师。

这是在我国“东三平台”基础上研制
的第七颗卫星，有效载荷重量220千克。由
于地球同步轨道卫星的特殊性，对卫星质
量要求十分苛刻，他决心给卫星瘦身。

镍氢电池当时在国内还没有人尝试，
用上它，一下子就可以使卫星“减肥”
17—18 千克，但这一技术也带来了很大的
风险。随着一个个难题的解决，王家胜成
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成功地给卫星
瘦了身。

设备小型化、卫星用电缆网和总体布
局配平等也是王家胜给卫星“减肥”的重
要环节。他规定，任何单机哪怕增加100克
重量，也须经他认可。王家胜的“锱铢必
较”创造了“东三平台”的新纪录。2003年卫
星发射时，和此前所有的“东三平台”卫星相
比，该星上的有效载荷重量最重，加注的推
进剂最多，配重的重量最轻，起飞重量最低。
同时，该星实现了多项创新，整体上达到了
国际先进水平，还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
奖。

2003 年初，中星 20 号卫星发射前夕，
王家胜又被任命为天链一号卫星的总指挥
兼总设计师。这是一颗为我国神舟载人飞
船和中低轨道航天器提供数据中继和测控
服务的卫星，必须具备对高速运动的航天
器的精确跟踪和高速数传能力，研制难度
极大。

2008 年 4 月，天链一号卫星 01 星顺利
发射，星上306千克的有效载荷重量，再次
刷新了“东三平台”的纪录。

争创一流

为了保证研制的产品能够达到国际水

平，王家胜首先要求自己要有国际技术、
学术视野。本来就勤奋好学的他，经过在
国外学习和多个国际合作项目的锻炼后，
对国际最新的技术和学术动向具有了更强
的敏锐性。

这种敏锐性使他养成了一有机会就会
通过网络、图书馆等浏览国际文献资料、
跟踪国际上同领域发展最新动态的习惯，
而从中得到的任何信息都可能会使他“突
发奇想”，产生卫星设计理念上的更新和技
术状态的改进。

在天链一号卫星 01 星研制中，王家
胜从国外资料的字里行间得到了一些启
示，并通过进一步的分析计算及与同事们
探讨，发现用户要求的一项指标偏低，可
能会影响大系统的可靠工作。为此，他决
定提高指标要求，并最终圆满解决。

正是因为拥有国际视野，并能不断学
习、持续创新，王家胜总负责的中星 20
号卫星和天链一号卫星不但实现了“首发
星即成功”目标，而且都做出了较多的技
术创新。特别是作为“卫星的卫星”“中
低轨道卫星性能倍增器”的天链一号卫
星，更是我国中继卫星研制获得的重要成
果。

据了解据了解，，于于20082008年发射的天链一号年发射的天链一号0101星星，，其设计寿命为其设计寿命为66年年，，目前已在轨超期服役两年多目前已在轨超期服役两年多。。天链天链
一号一号0404星计划要接替我国首颗中继卫星天链一号星计划要接替我国首颗中继卫星天链一号0101星星，，实现我国中继卫星系统的更新换代实现我国中继卫星系统的更新换代。。据天链据天链
一号卫星总设计师王典军透露一号卫星总设计师王典军透露，，由于目前天链一号由于目前天链一号 0101 星在轨运行良好星在轨运行良好，，0404 星进入预定轨道后星进入预定轨道后，“，“四四
星星””共轨的局面还会维持一段时间共轨的局面还会维持一段时间，，也就是说天链一号也就是说天链一号““四兄弟四兄弟””将共同操持将共同操持““家务家务”，”，继续为未来继续为未来
载人空间活动和多种卫星继续提供高质量的数据中继服务载人空间活动和多种卫星继续提供高质量的数据中继服务，，此外此外，，0404星作为备份星星作为备份星，，可以在多个轨位可以在多个轨位
上工作上工作，，增强卫星的灵活机动能力增强卫星的灵活机动能力。。

张洪太说张洪太说，，中国的中继卫星系统建设走出了一条符合国情中国的中继卫星系统建设走出了一条符合国情、、技术上自主创新的道路技术上自主创新的道路。。比如比如：：不依不依
靠国外建站靠国外建站，，实现对用户航天器全球覆盖实现对用户航天器全球覆盖；；突破了星上自主闭环精密捕获跟踪等关键技术突破了星上自主闭环精密捕获跟踪等关键技术，，解决了高解决了高
速运动航天器之间跟踪与高速数据中继问题速运动航天器之间跟踪与高速数据中继问题；；建立了星—星建立了星—星、、星—地技术体制和全程链路指标体系星—地技术体制和全程链路指标体系。。

目前目前，，我国中继卫星系统技术正在应用于后续中继卫星我国中继卫星系统技术正在应用于后续中继卫星、、导航卫星导航卫星、、长征五号运载火箭等系统的长征五号运载火箭等系统的
设计和建设设计和建设，，打造中国国防信息化建设的重要支持保障系统和中国空间信息传输的重要枢纽打造中国国防信息化建设的重要支持保障系统和中国空间信息传输的重要枢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