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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嫦娥二号首次变轨很成功
新华社北京 10月 2日电 10

月2日12时25分，北京航天飞行
控制中心科技人员对嫦娥二号成

功实施首次地月转移轨道中途修
正。

据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吴伟仁

介绍，嫦娥二号飞行轨道设计与

嫦娥一号不同，嫦娥一号先发射

到地球附近的调相过渡轨道，再

经过多次调整进入奔月轨道，而

嫦娥二号采用直接进入奔月轨道

的发射方式，大大缩短了卫星中

途飞行时间。

通过认真计算、复核，北京飞控
中心研究确定了嫦娥二号第一次中

途修正控制策略，成功向卫星注入

控制参数，启动星上490N发动机，

顺利实施了首次中途轨道修正，同

时也验证了卫星推力系统工作正
常，为嫦娥二号顺利到达近月点奠

定了坚实基础。

据介绍，截至第一次轨道修正
前，嫦娥二号已在太空中飞行了17

个小时，距地面高度约15万公里。

为何要实施

轨道中途修正

嫦娥二号成功实施了首次地

月转移轨道中途修正。那么，轨道

中途修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据嫦娥二号测控系统主任设

计师李海涛介绍，由于受入轨偏

差、万有引力、宇宙环境等因素影

响，运载火箭发射卫星进入轨道时

的实际数值与理论数值存在一定

偏差，实施轨道中途修正的主要目

的就是为了纠正这种偏差数值，使

卫星能够在理论设计的轨道上正

常运行。

李海涛说，轨道中途修正是航天

测控中的尖端技术，要做修正，首先

必须精确测定卫星正在运行的轨道

数值，经过计算后，得出需要修正的

数值，有了这个数据，才能控制卫星

上的发动机进行工作，以达到设定的

目标，“对远离地球达数十万公里的

卫星进行精确定位和准确控制，很有

点像我们常说的大海捞针一样，它的

难度是可想而知的”。

“按照测控方案计划，我们将

对嫦娥二号安排三次中途修正。”

李海涛说，当初嫦娥一号在奔月之

旅中也是计划了三次中途修正，不

过最终只实施了一次。 (新华)

遭遇太阳风年 空间环境恶劣

“二姑娘”出门“顶风”

已完成第一次

地月成像

花那么大力气去探月为了啥

其实月球离我们的生活很近
月亮离我们有38万公里，我们

为何花这么大力气去探测月球？除

了科学意义外，探月工程与我们老

百姓的日常生活有些什么关系呢？

推动经济发展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关专家说，

探月工程实际上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

都息息相关。美国领先于世界的信息、

生物、新材料等高技术，很大部分来自

对“阿波罗”工程技术的消化、优化和

二次开发。我国探月工程所带动的基

础科学和高新技术的进步，也会对经
济发展发挥牵引和推动作用。

比如，利用月球具有高真空、低

重力的特殊环境，既能生产特殊强

度、塑性等性能优良的合金和钢材，

还能生产诸如超高纯金属、单晶硅、

光衰减率低的光导纤维和高纯度药

品等。

需要能源矿产

同时，月球上特有的能源和矿
产，也是对地球资源的重要补充和

储备。比如，目前的核聚变研究，主

要以氘和氚为原料，但容易污染环

境，也会影响人体健康。而氦的同位

素氦-3，能在核聚变反应中释放巨

大能量，而且几乎不产生放射性污

染。月球上就存在大量的氦-3，据初
步估算，月球上蕴藏的氦-3可供人

类使用一万年以上。

另外，由于月球上太阳辐射强，

每年可产生12亿千瓦的能量，因此，

在月球建立太阳能发电站也可能成
为人类获取新能源的途径之一。

激发探索精神

中科院空间科学与应用研究中

心主任吴季说，探月工程还有利于

加深我们对地月空间环境的研究。

1859年曾经发生过一次非常强的太

阳爆发，假如今后再次发生这样的

太阳爆发，那所有的卫星都将失效，

卫星通讯会中断，天气预报的卫星

云图就没有了，导航定位没有了，依

靠GPS来定位的船舶、飞机可能会

相撞，靠近南北极的大型带有回路

的电力设施会损坏……因此，这方

面的研究离我们其实并不遥远。

探月工程月球应用科学首席科
学家严俊说，探月工程的实施，还激

发了很多年轻人探索科学、探索宇

宙的热情。“一个很直接的影响是，

这两年天文系的学生就业容易了。”

严俊幽默地说。

(新华社北京10月2日电)

据中国之声《央广新闻》报道，

长征三号丙火箭在我国西昌卫星

发射中心成功发射，把嫦娥二号卫

星成功送入太空，按计划2日凌晨
嫦娥二号要完成第一次地月成像。

那么，这次地月成像效果怎么样

呢？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确认，就
在2日凌晨3点39分左右，嫦娥二号

卫星用自己携带的一部监视相机拍

下它的第一幅摄影作品，镜头对准地

球，拍下了太空中地球的倩影。8点49

分，照片被传回。

因为拍照，嫦娥二号从飞行时

的巡航状态进入到了停旋，也就是

停止旋转。等停住了以后，才可以
举起相机拍照。 (宗禾)

新华社北京10月2日电(记者

陈玉明 何宗渝) 与2007年发射

的嫦娥一号相比，嫦娥二号出征的

时机要差一点，因为今年正好是太

阳风年，太阳活动剧烈，嫦娥二号

所处的空间环境更加恶劣。

中科院空间科学与应用研究中

心主任吴季说，太阳本身就是一个核

反应堆，它不断地向外喷发出物质，

形成太阳风。有些年份太阳活动会比

平时更剧烈，我们就称为太阳风年，

它出现的周期一般是11年。遇上太阳

风年，太阳的剧烈活动对航天器会产
生一定影响，严重的话可能会损害卫

星上的电子元器件。

吴季说，从去年年底到现在，

太阳黑子的数量逐渐上升。今年4

月发生了第一次太阳爆发，导致美

国的一颗银河卫星失控。虽然大家

估计这是一个小风年，小风年的峰

值只相当于平均峰值的70%，但是

在小风年不见得不会发生大的太

阳爆发，所以大家的警惕性反而比

平时更高。

吴季说，太阳要活动，你也不
可能把它抑制住，只能是抵抗它。

可能会发生一些临时性的故障，这
些故障可能会对卫星的飞行造成

影响，比如卫星被迫转入安全模

式。

吴季说，如果太阳发生大的爆

发，所有的卫星可能都要失效。人

类进入太空以来，至今只经历了五

个太阳风年，现在是第六个。这六

个太阳风年虽然没有发生把卫星

全部摧毁的太阳爆发，但是曾经发

生过很多颗卫星失效的太阳爆发。

万一我们的卫星在太空中遇

到了大的太阳风暴，该怎么办呢？

吴季说，最好的办法就是尽可能关

机，只留一个最小系统维持卫星的

生存，比如能接收到发出的信号。

本报青岛10月2日讯 (记

者 苑菲菲 通讯员 张玲)

在发射9个小时后，2日凌晨4时

33分，嫦娥二号首先进入西安

卫星测控中心青岛测控站的测
控范围。在长达10个小时的跟

踪过程中，嫦娥二号各项相关数

据均显示正常。青岛测控站完成
了第一次紫外导航试验、第一次

中途修正等测控事件。

2日凌晨1时30分，青岛测
控站工作人员便已起床。原定于

2日凌晨3时开始的调度会，提

前了半个小时。凌晨4时33分，

显示屏上出现了一排绿色的小
灯，“发现目标！”科技人员立刻

向调度指挥报告，青岛测控站在

第一时间完成了嫦娥卫星目标

的捕获，并通过信息中心远程监

控系统实时传输到北京中心和

西安中心，为中途修正提供了高

质量的遥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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