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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如果你也曾在线“监工”火
神山、雷神山建设，如果你也曾使用过“宅经济”下的
食品、药品冷链运输服务，如果你也曾为复工后港口
船舶的活跃度图片而感到欣慰……那么这说明你已
经近距离感受到航天技术给生产生活带来的变化。

目前，通信卫星、遥感卫星、导航卫星的应用早
已无处不在， 航天技术正在各行各业发挥作用造福
人类生活。 此次成功发射的“行云二号”01/02 星，将
在轨为其自主研发的系列模组及产品终端提供通信

技术支持，可以提供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及时性
的数据通信传输服务。

据介绍， 由行云公司自主研制的双模集装箱监
管终端，还可为海运或陆运集装箱、物流汽车等药品
冷链物流监管提供及时性、数据化、智能化的位置信
息、轨迹跟踪、状态监测（储藏药品的温度、湿度）、药
品安全等监管服务，让货主、车主、监管人员等能够
实时掌握冷链物品的位置信息、安全信息状态，未来
市场应用的前景将十分广阔。

快舟火箭 行云卫星首次合体
我国首个天基物联网星座开建

据新华社电 12 日 9 时 16 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用快舟一号甲运载火箭，以“一箭
双星”方式成功将行云二号 01/02 星发射升空，卫星进入预定轨道，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记者从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行云二号”01/02 星的成功发射， 标志着该
集团“五云一车”系列商业航天工程取得又一进展，作为中国航天科工天基物联网星座的首发
星———“行云二号”正式展开在轨技术验证和应用测试。

行云 两颗验证星为多个行业提供应用测试
此次发射的“行云二号”01/02 星，是“行云工程”α

阶段的两颗技术验证星，由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所属航
天三江航天行云科技有限公司自主设计研制，在星间
激光链路技术、星载数字多波束通信载荷、空地卫星
通信协议等多个技术领域实现创新。

卫星进入预定轨道后， 将为智能集装箱监管、极
地环境监测、地质灾害监测、气象数据预报、海洋环境
监测、海上运输通信等多个行业提供应用测试，并为
后续天基物联网的组网奠定基础。

快舟 主打 300 公斤级低轨小卫星发射
执行此次发射任务的快舟一号甲运载火箭，由航

天科工火箭技术有限公司抓总研制，具有飞行可靠性
高、入轨精度高、准备周期短、保障需求少、发射成本
低等特点，主要为 300 公斤级低轨小卫星提供发射服
务。 作为一型成熟的固体运载火箭，快舟一号甲已成
功完成 8 次发射任务。

此次发射， 是快舟火箭和行云卫星的首次 “合
体”。 为确保发射任务顺利推进，总部在武汉的航天三
江集团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巨大挑战，积极有序
推动复工复产，用实际行动为武汉加油，将此次发射
的“行云二号”01 星命名为“行云·武汉号”，并通过在
箭体上涂刷“英雄武汉·伟大中国”和“致敬医护工作
者群像”的方式，致敬英雄的城市、英雄的人民和广大
医护工作者。

星座 80 颗卫星组成 2023 年前后建成
中国航天科工自“五云一车”（飞云、快云、行云、

虹云、腾云工程以及高速飞行列车项目）商业航天工
程发布的 3 年来，着力以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和
管理创新来发展商业航天产业， 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行云工程”便是其中之一。

“行云工程”作为我国首个宣布自主投资建设的
天基物联网星座，计划分 α、β、γ 三个阶段，在 2023 年
前后建成由 80 颗低轨通信卫星组成的天基物联网星
座，以期解决目前地面物联网业务因蜂窝通信网络覆
盖率严重不足而导致的“通信盲区”难题。

据了解，“行云二号”01/02 星在国内低轨星座中
首次采用了星间激光链路技术，即在轨卫星之间可通
过激光通信技术实现远距离通信，可以不依赖地面站
的传输，从而提高通信服务的实时性。

此外，两颗卫星在国内首次采用星载数字多波束
通信载荷，通过先进的通信协议，实现卫星海量短数
据接入，从而成为国内最早实现运营、管理、服务一体
化集成的星座系统。 “行云二号”01/02 星成功发射，也
意味着 α 阶段的建设任务圆满完成。

据新华社电 在太平洋海域圆满完成长征五号 B
运载火箭首飞等海上测控任务的远望 5 号船，12 日
上午返回中国卫星海上测控部码头， 累计海上作业
81 天，安全航行 2 万余海里。

针对长时间远洋航行、海上复杂气象、恶劣海况
等实际，远望 5 号船根据任务计划和航行安排，合理
组织联调联试、释放信标球、岗位竞赛和跟踪过境目
标等工作， 岗位人员立足海上条件自主开展设备检
修和维护保养， 发现并妥善解决某电源转换模块故
障、发电机轴承温度异常等 30 余个问题隐患，确保
了各类设备工作正常，为任务圆满成功、海上航行安

全打下坚实基础。
远望 5 号船党委书记陈晓华介绍，受疫情影响，

他们自春节起便严控船员下船，81 天航程中也未曾
停靠港口，物资补给首次采用“当地船舶运输、吊运
物资上船”的外港锚地作业方式，实现了“零接触”补
充新鲜蔬菜、水果等，全船 80%以上船员超过 100 天
未下船。

据了解，停靠码头后，远望 5 号船将统筹组织人
员休整、设备检修、备品备件补充等工作，紧锣密鼓
投入到包括火星探测、 探月工程等在内的多项重大
航天发射任务准备中。

据新华社电 记者 12 日从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
限公司获悉， 位于武汉国家航天产业基地的快舟火
箭产业园（快舟总装总调中心）已逐步投入运营。 该
产业园全部达产后，将形成年产 20 发固体运载火箭
的总装测试能力。

快舟火箭产业园是武汉国家航天产业基地首个
入驻项目， 一期项目主要用于快舟系列固体运载火
箭的总装测试。 该项目于 2017 年 5 月启动建设，占
地 450 亩，建筑面积 4.2 万平方米，主要包括总装测
试厂房、综合厂房、综合楼、动力站等，原定于今年 2
月底前交付使用。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在武汉市新洲区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指挥部支持下， 快舟火箭产业园于 3 月
中旬复工，现已基本完成各项收尾工作，正在陆续组
织相关工程验收。

武汉国家航天产业基地是武汉市政府联合中国
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
司共同打造的国家级航天产业基地， 是我国首个商
业航天产业基地。

目前数字化生产线一期设备已基本安装完成，
预计 5 月完成验收； 辅助厂房项目预计今年底具备
使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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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望 5号船凯旋 将备战火星探测等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