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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重”两年，“克克计较”
探测器世界首次月轨交会对接的背后，是60余个专项试验

北京时间11月24日凌晨，中国在
文昌航天发射场用长征五号遥五运
载火箭，成功将嫦娥五号月球探测器
送入地月转移轨道，发射取得圆满成
功。记者摘取二、五、六3个关键数字，
揭秘嫦娥五号任务。

千克月壤

在此次任务中，嫦娥五号探测
器将经过20余天的在轨飞行，采集约
2千克的月球样品返回地球。其间包
含发射入轨、地月转移、近月制动、环
月飞行、着陆下降、月面工作、月面上
升、交会对接与样品转移、环月等待、
月地转移、再入回收等11个阶段。

个“首次”

嫦娥五号探测器是中国首个实
施无人月面采样返回的航天器，此
次任务有望实现中国航天史上的五
个“首次”。
——— 首次月面自动采样。
——— 首次月面起飞上升。
——— 首次月球轨道交会对接。
——— 首次带月壤高速再入返回地球。
——— 首次自取月球样品的存储、分
析和研究。

大关键环节

嫦娥五号探测器任务技术难点
主要表现在轨道设计、月面采样封
装、月面起飞上升、月球轨道交会对
接与样品转移、月地入射、地球大气
高速再入返回等六个关键环节。

（中新）

45年准备论证，16年追梦

1978年5月，美国送给中国
一块1克重的月球岩石样品，国
家决定一半用于科研、一半向公
众展出。拿着0 . 5克样品，欧阳
自远和全国各实验室的同事们
用了4个多月发奋研究，很快就
发表了14篇论文。那时，欧阳自
远的梦想就是能有一块中国自
己采回来的月壤。

45年准备、论证，16年探月追
梦。从年轻的科研人员到白发老
院士，作为中国月球探测工程首
任首席科学家的欧阳自远一干就
是大半辈子，他和同事们完成了

《中国首次月球探测立项报告》，
并推动中国深空探测越走越远。

此次运送嫦娥五号的“专
车”，是目前我国运载能力最大
的长征五号火箭，从设计之初便
瞄准探月和深空探测等一系列
重大航天任务，但第二次发射的
失败，却不得不让中国航天放慢
了脚步，但航天人从来没有因此

自暴自弃，而是继续迎难而上。

花小钱办大事

中国探月工程是高效、低投
入、高产出的典范，与美国数亿美

元的探测器相比，性价比极高。
为达到功能最优，嫦娥五号

每一部分的重量都“克克计较”，
用了两年时间进行“减重”；为实
现好世界首次月轨交会对接，探
月人进行了60余个专项试验，以

期充分验证、不留疑点；国家航
天局还组织全国专家，进行全过
程质量管控……

“在探测太空的领域，中国
不能缺席。”中国航天科技集团
八院嫦娥五号探测器副总指挥
张玉花说，从奔月到“闯”月、从
跟跑到并跑，中国人在不停求
索，部分领域已经开始领先。

探月工程三期研制过程中，
国家航天局对后续的月球探测
进行了论证，规划了嫦娥七号和
嫦娥八号任务，这两次任务目标
是建设月球科研站基本型。中国
向国际社会发出倡议，希望与世
界各国合作，共建国际月球科研
站，这将为月球科学探测和月球
相关技术的试验提供共享平台。

“这次嫦娥五号肩负着月球
采样返回的光荣使命，我们的天
问一号也正在飞向火星的路上，
我们还要飞得更远，去探测木星、
小行星并建设我们的国际月球科
研站。中国已经昂首进入了深空
探测的新时代。”欧阳自远说。

据新华社

“数”说嫦娥五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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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2日，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月球探测工程首任首席科学家欧阳自

远在清华大学向青少年讲授科普知识。 新华社发

“太阳帆板展开！”随着调度
岗位的一声号令，北京空间信息
传输中心的大厅内响起了热烈
的掌声。11月24日4时30分，中国
在文昌航天发射场采用长征五
号遥五运载火箭将嫦娥五号探
测器顺利送入太空。在此次发射
任务中，天链二号01星与天链一

号02星再次接力配合提供天基
测控与数据中继服务，在几万公
里外的高空搭起运载火箭与文
昌航天发射场的信息传输链路，

“牵引嫦娥”飞向太空。
据悉，在火箭点火后，天链

二号01星就迅速捕获目标，待火
箭飞出其测控弧段后，随即交由

天链一号02星跟踪至天基测控
任务结束。作为此次任务中最先
捕获目标、持续时间最长的测控
手段，天基测控各系统密切配
合，数据信息收发正常，为任务
的圆满成功奠定坚实基础。

“相伴‘嫦娥’近10年，天链
卫星也见证着中国探月越发坚实

稳定的步伐。”走出任务大厅的助
理工程师吴琛非常激动。就在刚
刚，他对中继卫星状态进行了实
时监视，并适时进行了天线指向
修正，保证传输链路不断，遥测不
丢。虽然这是他第一次参与“探月
工程”任务，但是献身航天的使命
感、荣誉感让他倍感自豪。（中新）

天链两星再配合 万里高空“引嫦娥”

梦想，恰如一颗力量惊人的种子，总能在历经风雨后破土而
出、长成参天大树。从立项到发射，嫦娥五号经历了近10年的艰辛
奋斗。三千六百多个日夜，十多万人的努力和付出，终于将要迎来
开花结果那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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