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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相距距3388万万公公里里，，玉玉兔兔也也不不敢敢乱乱跑跑
科技人员通过相机策划月球车行走路线

“玉兔”时速

约200米
嫦娥三号将在月球虹湾区着陆，

虹湾区地处月球的北半球、西半球，是
在月球正面的雨海的西北角。中科院
院士、中国探月工程领导小组高级顾
问欧阳自远解释说，“玉兔”的运动速
度很慢，时速约200米。因此当月球车从
着陆器上出来后，其实也走不了多远，
拍摄下的区域还没有北京海淀区(面
积430.8平方公里)大。 据法制晚报

相距38万公里如何遥操作？ 通过“眼睛”构三维地图
嫦娥三号任务将是中国

航天首次实现对月面探测器
的遥操作，“玉兔号”月球车采
用自主加地面控制相结合的
方式，“玉兔”具备独立处理各
种环境的能力。

全程参与研制的上海航
天技术研究院主任设计师肖
杰介绍，“玉兔号”配置若干个

传感器，在得知周围环境、自
身姿态、位置等信息后，能通
过地面重构三维地形图，再规
划方向，勾画出到达目标点的
路径，导航控制走到目的地。

然而，在距地38万公里的
月球，“玉兔号”仍逃不出地球
的手掌心。北京飞行控制中心
副总工程师周建亮介绍，“玉

兔号”要在月面上巡视，所以
给它装了三对相机，相当于三
对眼睛，每一对相机拍摄的照
片将传到位于北京的飞控中
心。科技人员通过利用这些照
片，恢复出月球表面三维地
形，为月球车谋划路线，进行
路径规则，让“玉兔号”按照要
求进行各种科学探测活动。

如何平安降落月球？ 着陆器下方安装几台发动机
中国绕月探测工程首任

首席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欧阳自远介绍，“玉兔号”月球
车一直藏身在着陆器里面，两
个一块儿降落月球。这是中国
航天器首次在地外天体软着
陆，首先要能被月亮“抓住”。

“从地球上飞过去要被月球抓
住，跑得太快飞跑了，跑得太

慢撞上去了，所以一定要恰到
好处。”经过主减速段、快速调
整段、接近段、悬停段、避障段、
缓速下降段等6阶段减速，嫦
娥三号将实现从月距面15公
里高度安全下降至月球表面。

欧阳自远提到，地球上因
为有大气，航天器回来的时候
可以利用降落伞把速度减下

来。月球的真空环境是嫦娥三
号软着陆遇到的最大困难，让
降落伞无用武之地，只能调整
到很低的位置，朝着目标降
落。“下降速度越来越快的话，
到了月球表面就会被砸碎。”
欧阳自远介绍，只能在着陆器
下方安装几台发动机，把整个
着陆器往上推，慢慢降落。

继美国、前苏联之后，中国将成为第三个实施月球软着陆的国家。国防科工局新闻发言人吴志坚表示，嫦娥三号
是中国航天领域迄今最复杂、难度最大的任务，需要攻克的关键技术多、技术跨度大、实施风险高，其中着陆和巡视
是两个最大的难点，也是最大的看点。

进行哪些科学探测？ 实现极端温度下的月面生存
除落下去、走起来两大看

点外，嫦娥三号还将挑战人类
科学历史上的几个第一。

嫦娥三号搭载8台科学载
荷，用以完成3项科学探测任
务，即月表形貌与地质构造调
查、月表物质成分和可利用资
源调查、地月空间和月表环境
探测与月基光学天文观测。

搭载月基光学望远镜，开
创了国际上首次在月面开展天
文研究的新领域，有望取得创
新性研究成果。搭载极紫外相
机，首次实现国际上在月面对
地球等离子体层进行极紫外成
像。搭载测月雷达，并集合其他
载荷探测成果，可在国际上首
次建立集形貌、成分、结构于一

体的综合性观测剖面，建立起
月球区域综合演化动力学模
型。首次在我国航天器上采
用放射性同位素热源和两
相流体回路技术，实现
探测器在极端温度
环境下的月面
生存。 据京
华时报

对于为何虹湾会成为落月点，欧阳
自远表示，当初并不是一下就决定了在
虹湾“落月”，开始共有五个落月点的备
选方案，并且它们都有各自的优势。

虹湾是一块处女之地。“我们从
综合评价来看，虹湾略微领先。”欧
阳自远说。 据法制晚报

落点最初
并非选虹湾

载人登月着陆点
集中在月球南极

欧阳自远表示，对于载人登月，现在
全世界设计的着陆点基本上都集中在
月球南极，因为那里有几个特殊的优势。

那里96%以上的地方有光照，可以保
证能源供应。由于有光照，所以温

度不会突变，基本保持在零下
60摄氏度左右。但是，南极地

区是高山地区，相对比较
危险。 据法制晚报

一定要在月
球正面，因为月
球背面在地球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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