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什么要建星地激光
通信地面站？

为何选址在塔县？

未来我国星地激光通
信地面站如何组网？

海拔4800米！
我国搭建星地通信“高速路”
□新华社记者 张泉

新华社天津 9 月 15 日电
“一年逢好夜，万里见明时。”每年
中秋，赏月都是重头戏。天文科
普专家表示，今年中秋是“十五的
月亮十六圆”，还是一轮“超级月
亮”。喜欢赏月的朋友可于中秋
当晚和 18 日晚欣赏这轮大圆月
亮。

每逢农历初一，我们看不到
月亮，叫作“新月”，也叫“朔”；到
了农历十五左右，我们会看到
一轮圆圆的月亮，称为“满月”，也
叫“望”。

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文科
普专家修立鹏介绍，月球绕地球
运行的轨道是个椭圆，其公转速
度并不均等，当离地球近时，月球
运行速度会快一些；当离地球远
时，月球运行速度会慢一些。月
亮从新月到满月的最短时间不到
14天，最长超过15天，因此，满月
出现的时间也有差异。最早可发
生在农历十四的晚上，最迟可出
现在农历十七的早上，农历十五、
十六这两天居多，其中又以农历
十六为最多，所以，民间有“十五
的月亮十六圆”的俗语。

去年中秋是“十五的月亮十

五圆”，今年中秋则是“十五的月
亮十六圆”，满月时刻为 18 日 10
时 34 分。巧合的是，与去年的中
秋月一样，今年的中秋月也是一
轮“超级月亮”。

“超级月亮”不是一个天文术
语，本质上是“近地点满月”，也就
是满月时月球正好位于近地点附
近，视直径比一般时候的满月大，
亮度也高，但仅凭肉眼是难以分
辨出这种差别的。修立鹏表示，

“超级月亮”并不罕见，每年都
有。今年有四次“超级月亮”，9月
18日是第二次。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满月发
生时还会迎来一次食分非常小的
月偏食，即月亮的一部分处在地
球的本影之内，在地球上看来，月
亮会出现部分残缺。

“遗憾的是，这次月食发生
在北京时间 18 日上午，正值我国
白天，公众无缘看到。如果当天你
恰好处在西半球，则有机会看到这
次‘天狗吃月亮’。”修立鹏说。

如何欣赏这轮“超级中秋
月”？“日落后一个多小时是赏月
最佳时段，这时月亮刚升起不久，
悬在地平线之上不高的地方，肉

眼看起来颜色和形态都会和在高
空时不太一样；此时夜幕还未完全
降临，地面建筑依稀可见，在其映
衬之下，月亮也会显得特别大、特
别圆。”修立鹏说。

记者 周润健

今年中秋“十五的月亮十六圆”还是“超级月亮”

“超级月亮”中秋赏
新华社 发 徐骏 作

国际快讯

美“北极星黎明”任务团队
结束任务返回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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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企承建南非
红石光热电站项目并网发电

新华社洛杉矶9月15日电 执行美国“北
极星黎明”航天任务的4名非职业宇航员15日
搭乘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返回地球。

据当地媒体报道，“龙”飞船于美国东部时
间15日3时37分（北京时间15日15时37分）在美
国佛罗里达州德赖托图格斯群岛附近海域溅落。

“北极星黎明”任务团队由4名非职业宇航
员组成。他们10日搭乘“龙”飞船从佛罗里达
州肯尼迪航天中心发射升空，进行为期5天的
太空之旅。美国支付服务商“Shift4支付”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艾萨克曼是4名宇航员之一，
此次任务由艾萨克曼和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共同
出资。

任务期间，“龙”飞船携宇航员到达了距地
球超过1400公里的远地点，这是自50多年前阿
波罗计划结束以来人类太空旅行到达的最远位
置。12 日，任务团队中的两名宇航员先后出
舱，完成了全球首次商业太空行走。任务团队
还开展了一系列科学研究和实验，包括测试飞
船与“星链”卫星之间的通信，研究太空飞行及
太空辐射对人体健康的影响等。 记者 谭晶晶

9月14日，在德国首都柏林，演员在“天涯
共此时·中秋诗会”上表演合唱《灯火里的中
国》。

当日，德国柏林中国文化中心举行“天涯
共此时·中秋诗会”文化活动。150余名中华文
化爱好者体验投壶、书法、绘画等项目，并观看
文艺表演。

新华社记者 任鹏飞 摄

新华社开普敦9月14日电 由中国电建集
团山东电建三公司承建的南非红石100兆瓦塔
式熔盐光热电站项目14日顺利实现并网发电，
标志着项目建设进入关键阶段。

项目总工程师谢彦军告诉新华社记者，项
目全面投运后，每年将为南非电网贡献约480
吉瓦时的清洁电力，满足20万多户家庭的用电
需求，在缓解当地用电紧张的同时，减少南非
对传统化石能源的依赖。

谢彦军说，项目的实施将显著降低南非的
碳排放，助力南非实现其气候目标，也为推动
中非能源合作注入新的动力。

据介绍，该项目位于北开普省波斯特马斯
堡镇，是撒哈拉以南非洲首座塔式熔盐光热电
站。项目采用全球领先的塔式熔盐储能技术，
现场将安装超过4万面定日镜，通过精准反射
太阳光，将熔盐加热至约565摄氏度，并储存在
专门设计的高温熔盐罐中，从而实现夜间持续
发电能力，确保24小时不间断的电力供应。

记者 王雷

新华社北京9月15日电 记者
15 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
司获悉，铁路国庆黄金周运输自 9
月29日开始，至10月8日结束，为
期 10 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1.75亿人次，其中10月1日为客流
高峰日，预计将突破2100万人次。
按照车票预售期的相关规定，9 月
15日起，铁路12306开始发售国庆
黄金周运输期间火车票，15日发售
9月29日火车票。

国铁集团客运部负责人介绍，
今年国庆黄金周旅游流、探亲流、

学生流交织叠加，铁路客流预计将
保持高位运行，呈现“头尾长途多、
中间中短途多”的特点，部分时段
和区段客流高度集中。全国铁路
将实行高峰运行图，统筹高铁和普
速运力资源，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
车 12000 列，加开跨铁路局集团公
司的直通旅客列车354列，最大限
度满足旅客假日出行需求。

该负责人表示，国庆黄金周期
间旅客出行意愿强烈，客流高度集
中，运力和需求的矛盾十分突出，
部分地区和时段运能将比较紧张，

一些始发、终到时间更为适宜，全
程旅行时间更短的列车，成为旅客
首选。当这些车票开售时，大量旅
客通过铁路 12306 网站、手机客户
端、车站窗口等渠道快速“抢票”，
可能会快速售罄。为此，旅客可使
用铁路 12306 候补购票功能，最多
可累计选择 60 个“日期+车次”的
组合，临时新增的旅客列车席位将
优先配售给已提交候补订单的旅
客，提高购票成功率；若直达列车
无票，还可选择中转换乘、购买联
程车票等方式出行。 记者 樊曦

9月15日起铁路12306开始发售国庆黄金周运输期间车票

新华社乌鲁木齐9月15日电
开辟我国卫星和地面信息传输的
高速路！

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
县，帕米尔高原慕士塔格峰区域
一处海拔 4800 米的山顶上，矗立
着一个直径 6 米的白色“圆球”。
当圆顶缓缓打开，里面500毫米口
径的光学天线精准指向太空，高速
接收卫星传回的宝贵探测数据。

这是我国自主研制的星地激
光通信地面系统。

9月15日，塔县星地激光通信
地面站正式建成并开始常态化运
行，这是我国首个业务化运行的
星地激光通信地面站。

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
究院高级工程师李亚林介绍，当
前，我国卫星数据接收仅靠微波
地面站。随着我国卫星技术的高
速发展，卫星探测产生的数据呈
几何级增长，海量数据无法及时

下传的问题日益突出，严重制约
了卫星数据资源的高效利用。

星地激光通信以激光为载
体，信息传输速率最高可达微波
通信的近千倍。“如果将频段比作
道路，那么微波X频段是单车道，
微波Ka频段是四车道，而激光可
容纳成百甚至上千车道。”李亚林
说。

据悉，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
正加速发展星地激光通信技术，
布局建设星地高速激光通信网
络。我国星地激光通信技术的发
展也非常迅速，一系列关键核心
技术被攻克。塔县星地激光通信
地面站正式建成，将进一步推进
我国星地激光通信的工程化应用。

“星地激光通信易受多云、雨
雪等天气和大气湍流影响。慕士
塔格峰区域大气条件好，视宁度
优，可媲美世界一流光学站址，且
气候干燥少雨，全年均可开展星

地激光通信任务，是极优良的站
址地点。”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
新研究院高级工程师王建平说。

在高海拔无人区建设站点谈
何容易！选址、测量、论证、建设，
团队在帕米尔高原上累计行程30
万公里；无路、无水、无电，还会有
极端恶劣天气，团队忍着高反，攻
克一个又一个难关。

“塔县星地激光通信地面站
的常态化运行，将为我国下一代
星地海量数据传输体系规划和新
一代卫星地面站网建设打下坚实
基础。”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
研究院研究员黄鹏说。

据介绍，我国正规划、论证建
设国家星地激光通信地面站网，
通过在我国西南、西北和东部地
区建设多个星地激光通信地面站
进行组网，可以进一步克服天气
对星地激光通信的不利影响，大
幅提高星地激光通信的可用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