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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 2019 年 5 月 24 日，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的 60 颗“星链”（Starlink）

试验星在卡纳维拉尔角空军基地由重复使用的猎鹰九号（Falcon － 9）运载火箭成功发射，标志

着该公司大规模低轨星座建设进程启动。

本次发射的 60 颗卫星均为 SpaceX 公司自研和批量化生产，单星发射质量约 227kg，收拢状

态呈扁平状，配置单副太阳翼。推进系统方面，采用氪离子霍尔效应电推进系统。任务执行过程

中，卫星被部署至 440km 的轨道，随后自主机动抬升至 550km 的目标工作轨道。卫星在轨工作

期间的轨道维持以及寿命结束后的离轨操作，也均由电推进系统完成。姿态控制方面，载有高精

度的星敏导航系统，实现精准的姿态指向调整。电源系统方面，本次发射的 60 颗卫星太阳能电

池板供电总功率超过国际空间站（约 110kW），即单星供电功率接近 2kW。频率使用方面，测

控链路频率为下行 12.221GHz 和上行 13.925 GHz，卫星入轨后将利用下行 10.7 ～ 12.7 GHz 和上

行 14.0 ～ 14.5 GHz 频段，与美国本土的 5 个 Ku 频段地面站之间进行数据传输测试。通信性能方面，

本次发射的 60 颗卫星总容量达 1Tbit/s，单星容量可达 17Gbit/s 左右。离轨处置方面，卫星 95%

以上的部件可在再入大气层时快速烧毁。本次发射的卫星未配备激光星间链路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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