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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卡太阳

517公里高空的晨昏太阳同
步轨道上，510公斤的“羲和号”
打量着太阳。

通过超高指向精度和超高
稳定度的双超平台，装载Hα成
像光谱仪的“羲和号”可以较好
地通过两种方式观测太阳：白光
连续谱成像和光谱扫描成像。

在白光连续谱成像模式下，
可以获得全日面像，如按下手机
快门拍照一样简单。

在光谱扫描成像模式下，
“羲和号”搭载的Hα成像光谱仪
通过对太阳全日面扫描，历时约
46秒，可以获得4600多条光谱，
每条光谱都可以被复原成一张
日面像。

Hα谱线，在天文学和物理
学上是氢的一条具体可见的红
色发射谱线。太阳光谱中的Hα
波段谱线是太阳爆发时响应最
强的色球谱线，能够直接反映爆
发的源区特征。

对于为何选择对Hα光谱进
行探测研究，航天科技集团“羲
和号”卫星总指挥陈建新解释，

“‘羲和号’是国际首发实现空间
太阳Hα波段的光谱成像探测的
卫星，通过对Hα光谱数据的分
析，可以从光球层到色球层，获
取太阳低层大气的信息，从而推
演太阳爆发时的大气温度、速度
等物理量的变化，研究太阳爆发
的动力学过程和物理机制。”

卫星执行经理兼副总师陈
昌亚指出，“如果太阳磁场剧烈
变化、日冕层发生爆发，会对地
球磁场、地球上的卫星产生影
响，对多种领域产生干扰，包括
通信信号。”

他还解读了“羲和号”卫星
进行太阳探测的意义，“我们国
家现有的空间天气预报都是从
国外获取的，获得的数据较为延
迟，而且真实性难以保证，非常
被动。‘羲和号’这样的太阳探测
卫星接续被送上天后，我国将可
以自主掌控相对精准的空间天
气预报，不受他人掣肘。”

去往新时代的5毫米

“羲和号”是太阳双超卫星，
这“双超”指的是超高指向精度、
超高稳定度。

传统卫星的有效载荷往往
和平台固连在一起，但卫星运行

时多个器件同时工作，星体难免
出现微小振动，载荷的工作环境
并不稳定。而作为高精度探测
任务的执行者，“羲和号”需要一
个稳定的环境。

合不行，那分吧。以“动静
隔离非接触”总体设计新方法为
导向，研发团队进行关键技术攻
关后，成功研制出高精度、大带
宽、自身无干扰等特点的磁浮作
动器，将载荷舱通过磁悬浮的方
式与平台舱连接，形成物理隔
离。不接触，平台舱上的振动无
法传递，载荷舱就相当平稳。

然而，这样的设计对于卫星
的姿态控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羲和号”上的Hα成像光谱
仪在进行太阳观测时，会因不同
工作方式的需要改变卫星的姿
态。有时要通过9个观测点来对
太阳进行平场定标，有时要控制
卫星姿态对太阳进行连续的摆
扫观测，有时要对卫星进行暗场
定标，控制卫星姿态指向空间特
定区域。当载荷舱变换姿态，平
台舱也要第一时间跟着变化，避
免碰撞。这种“载荷舱主动控
制、平台舱从动控制”的主从协
同控制解耦新方法，使得卫星有
效载荷的探测更加稳定精准。

陈昌亚说，“不同于传统卫
星的整体姿态控制，‘羲和号’的
载荷舱、平台舱以及两舱之间相
对位置的姿态控制形成了三环
路控制。”

载荷舱和平台舱之间正负5
毫米的调整距离，似是卫星奔赴
新时代的距离。

太空无线充电

载荷舱和平台舱分离，传统
的供电方式无法满足能源传输
需求，成为过去。所以，“无线充
电”来了。

不像手机无线充电那么简
单，太空的“无线充电”除功率大
外，电流还需经历多次转化。太
阳帆板与蓄电池提供的均为直
流电，在开展载荷舱和平台舱的
无线能源传输过程中，需经历一
番从直流到交流到磁场，再从磁
场到交流到直流的转换过程。

八院811所研制团队和西安
电子科技大学刘彦明团队通力
合作，经过多番论证与比对，用1
年多的时间圆满解决了平台舱
和载荷舱联合供电、分舱供电及
太空中能源传输技术难题，确保

卫星在各种状态下，实现能源的
有效供给。

陈建新介绍，“‘羲和号’是
国内首次使用大功率和长寿命
无线能源传输的卫星，通过无线
能源传输系统，把平台舱的能量
源源不断地传输至载荷舱。”

面对面快传数据

“羲和号”特殊的双舱分离
结构，对于数据传输也有了更高
要求，于是空间激光通信技术

“自告奋勇”。由八院802所激光
中心团队研制的舱间高速激光
通信单机，在“羲和号”平稳入轨
后，开机工作。此后它将不间断
地负责舱间数据传输任务。

不同于其他观测数据，太阳
光强足够强，所以产生的数据量
非常大。所以，如何快速传输、
存储数据是科研工作及时有效
开展的保证。

陈昌亚介绍，“当处于太阳
爆发的峰值点时，长时间观测的
数据量会非常庞大，届时，除向
地面卫星中心传输外，部分数据
将暂存在卫星上的存储器内。”

激光通信子系统具备高速
的激光传输接口，可以大幅提升
科学载荷数据传输速率，将星内
数传带宽大大提高。

陈昌亚说，“激光通信在舱
间传输距离短，但是偏转角度
大，当载荷舱平台舱不需要对得
很直就可以实现数据传输”。同
时，单机有10个各种各样的接
口，可以满足平台各种传输速度
的特殊要求，将数据快速处理，
更流畅地实现“面对面快传”。

未来我国还将发射综合性
太阳探测卫星——— 先进天基太
阳天文台（ASO-S）。陈建新介
绍，“该卫星将搭载更多空间望
远镜，重点观测太阳高层大气状
态，将与‘羲和号’形成观测层次
和观测波段的有效互补。”

陈昌亚说，“本次双超平台
验证的意义重大，后续甚至可以
将‘羲和号’做成系列卫星，或大
或小。太阳探测意义重大，未来
还需发射更多的太阳探测卫星，
及时掌握更多太阳信息，完善我
国空间天气预报的精度、准度。”

未来已来。
“羲和号”又看了一眼太阳，

按下了快门。
据《中国航天报》、新华社客

户端

10月14日，搭
载着我国首颗太阳
探测科学技术试验
卫星“羲和号”的长
征二号丁火箭，在
太原卫星发射中心
成功发射，我国正
式 步 入“ 探 日 ”
时代。

“羲和号”由中
国航天科技集团八
院抓总研制，运行
于高度为517公里
的太阳同步轨道，
主要科学载荷为太
阳空间望远镜，卫
星上有不少高精尖
的“黑科技”。

该星将实现国
际首次太阳Hα波
段光谱成像的空间
探测，填补太阳爆
发源区高质量观测
数据的空白，提高
我国在太阳物理领
域研究能力，对我
国空间科学探测及
卫星技术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标志着
我国正式步入“探
日”时代。

发射前，国家
航天局新闻宣传办
公室、中国航天科
技集团八院、南京
大学还联合组织发
起了首颗太阳探测
科学技术试验卫星
征名活动，经过征
集、遴选和专家推
介三个环节，最终
定名“羲和”。

“羲和”为中国
上古神话中的太阳
女神与制定时历的
女神，象征着中国
对太阳探索的缘起
与拓展。

我国已制定
“羲和”和“夸父”
两个太阳探测计划

太阳为地球带来了
光明与能量，我们人类也
在通过各种方式对其进
行观测和研究。10月14
日发射的“羲和号”卫星，
实现了我国空间太阳探
测的破冰之旅。

据了解，我国后续的
空间“探日”规划也正在
推进实施。我国目前已
经制定了“羲和”和“夸
父”两个太阳探测计划。

太阳对地球演化和
人类文明发展的作用不
可或缺。同时，太阳对地
球的影响也是无所不在，
主要体现在太阳爆发产
生大量带电高能粒子，对
地球电磁环境造成严重
破坏，其中尤以太阳黑
子、耀斑和日冕活动对地
球电磁环境影响最为显
著。探测和研究太阳活
动，提出应对措施，可以
降低或规避对地球的不
利影响。

国家航天局高分辨
率对地观测重大专项工
程总设计师赵坚介绍，太
阳的活动具有周期性，大
约是11年一个周期，2021
年至2022年是人类有纪
录以来第25个太阳活动
周期的开始，新一轮太阳
探测的热潮将形成。我
国作为一个航天大国，在
太阳探测领域开展具有
创新意义的探测活动，十
分必要，在太阳探测领域
我们不能缺席。

据了解，我国目前已
经制定了“羲和”和“夸
父”两个太阳探测计划。
此次发射的“羲和号”卫
星实现了我国空间太阳
探测破冰之旅。而计划
于明年发射的“夸父号”
则是一颗先进的太阳天
文台卫星，将对太阳进行
科学观测。此外，我国后
续太阳探测发展计划也
正在论证中。

赵坚表示，科学家们
希望按照在黄道面内多
视角探测，还有大倾角得
太阳极区的探测以及对
太阳进行抵近观测，按照
这“三步走”实施，由易到
难，逐步深入，进一步扩
大我们对太阳的了解，确
定太阳活动的规律，掌握
相关的机理，预报太阳空
间天气，造福人类。

据央视新闻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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