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嫦娥二号任务
存在几大风险

航天专家认为，嫦娥二号任务中，有

几个环节风险比较大。

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吴伟仁说：“第

一个风险环节就是火箭要把卫星直接送

入近地点200公里、远地点38万公里的

地月转移轨道，这个没有做过，能不能精

确入轨，是我们很关心的问题。”

第二个风险环节是卫星到达月球

附近时，能不能被月球捕获。在100公

里的时候，如果弄得不好，有可能撞到月

球；如果没控制住，有可能跑了，月球

“抓”不住它了。

第三个风险环节就是进行15公里

降轨，对将来嫦娥三号的着陆区进行高

分辨率成像。因为我国选择的着陆区在

月球的正面，所以降轨的时候必须在月

球的背面。背面地面测控够不着，在这

种情况下，完全靠卫星自主控制，所以这

里面是有难度的。

专家表示，尽管有风险，但每个系

统对风险均进行了识别，采取了相应的

措施，能够将风险降到最低。

嫦娥二号卫星
有三种可能结局

当嫦娥二号卫星完成预定的试验

验证和科学探测任务后，卫星将何去何

从？嫦娥二号卫星系统总设计师黄江

川说，有三种可能的结局：

一种意见是，可以根据卫星在轨运

行的情况，考虑卫星落月，这将为“嫦娥

三号”等后续任务提供技术验证。 第二

种设想是让嫦娥二号飞出地月环境，飞

向更远的太空，验证我国更远宇宙空间

的深空探测能力。第三种设想是让嫦

娥二号回“娘家”，即让它沿着月地转移

轨道，飞回地球并成为地球卫星。

黄江川说，到时候各方专家将汇集

在一起，共同研究，决定嫦娥二号的终

极命运，为卫星选择一个最具意义、可

利用价值最大的归宿。

当嫦娥二号卫星进入 100 公里的极

月圆轨道之后，卫星将择机变轨，进入

100公里×15公里椭圆轨道与月球“亲密

接触”——用ＣＣＤ立体相机在 15 公里

近月点拍摄分辨率优于 1.5 米的虹湾预

选着陆区图像，并验证轨道机动与快速

测定轨等相关技术，为后续着陆任务做

准备。

“月球上的高山和沟谷与地球大体相

似，按月平面计算的话，有10公里左右的

高山，也有10公里左右的沟谷，这对我们

的卫星控制技术和测控技术的要求更高

了，因为弄不好就可能撞到月球上去。”吴

伟仁说。

降轨——与月球“亲密接触”关节点四

揭秘嫦娥二号五大关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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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和二期工程之间承上启下的作用程和二期工程之间承上启下的作用，，其任务实施过程其任务实施过程

有五大关节点有五大关节点。。

将嫦娥一号卫星送上太空的是长征三

号甲运载火箭，而本次发射将使用长征三

号丙运载火箭。

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总体设计

部高级工程师李聃说，长征三号甲系列火

箭包括长征三号甲、长征三号乙和长征三

号丙三种构型。长征三号甲系列火箭的电

气系统的单机、发电机等基本可以通用，差

别在于长三乙是在长三甲的基础上捆绑了

4个助推器，而长三丙是在长三甲的基础

上捆绑了2个助推器。

从运载能力上看，长三甲火箭的标准

地球同步转移轨道运载能力是2600公斤，

长三乙是我国目前最大的高轨道运载火

箭，它的运载能力达到了5500公斤，长三

丙的运载能力为3800公斤。

“因为嫦娥二号的起飞重量是2480公

斤，不必使用长三乙；但嫦娥二号要直接进

入地月转移轨道，而长三甲的运载能力不

足以把卫星送入地月转移轨道，所以最后

选择使用长三丙。”李聃说。

发射——“嫦娥”再次飞天关节点一

火箭发射后的 146.6 秒、257.9 秒和

332.4秒将分别进行二级分离、抛整流罩

和三级分离，在发射后的 1533秒进行星

箭分离后，卫星将进入近地点高度 200

公里、远地点高度约38万公里的地月转

移轨道直接奔月，而不是像嫦娥一号那

样在环绕地球的调相过度轨道飞行7天

后再进入地月转移轨道开始奔月。嫦

娥二号直接奔月只需要 7 天，这是一大

创新。

“打个比方，嫦娥一号是我们的大姑

娘，大姑娘远嫁月球，先围着‘娘家’绕了3

圈，走了14天才到月球；嫦娥二号是二姑

娘，也要远嫁月球，我们希望她能够走捷

径，直接进入38万公里的奔月轨道。”探月

工程总设计师吴伟仁说，这样既可以节省

火箭推进剂，也可以为卫星探测和试验留

出更多时间。

地月转移——直接快速奔月关节点二

当星箭分离后卫星将进入地月转

移轨道时，其速度将超过第一宇宙速

度，达到约 11 公里每秒。此后，嫦娥二

号卫星将经历太阳翼展开、修正轨道、

空间环境探测、巡航、Ｘ频段测试实验、

紫外导航试验等步骤，这个过程将历时

约 112 小时，与嫦娥一号卫星的 114 小时

大致相当。

当卫星到达月球附近的特定位置时，

卫星就必须“急刹车”，也就是近月制动，

以确保卫星既能被月球准确捕获，也不会

撞上月球，并由此进入近月点100公里、周

期12小时的椭圆轨道。再经过两次轨道

调整，进入100公里的极月圆轨道。

“相比嫦娥一号在距月面200公里处

被月球捕获，嫦娥二号将在距月面100公

里处进行制动，飞行速度更快，轨道更低，

制动量更大，同时月球不均匀重力场对卫

星轨道的摄动影响也相应增大，这大大提

高了对卫星制动控制精度的要求。”嫦娥

二号卫星总设计师黄江川说。

近月制动——深空中的“急刹车”关节点三

卫星在 100 公里×15 公里轨道运行

1～2天后，将返回100公里环月轨道，全部

载荷将开机，继续开展为期约半年的技术

试验和科学探测。

嫦娥二号卫星将利用ＣＣＤ立体相

机和改进的激光高度计进行月面地形地貌

探测，获得分辨率优于10米的月表图像和

更精细的月表高程数据，为后续着陆区优

选提供依据，同时为划分月球表面的地貌

单元精细结构、断裂和环形构造提供原始

资料。

此外，嫦娥二号卫星还将利用改进的

γ／Ｘ射线谱仪、微波辐射计、空间环境探

测仪等设备，对月表元素和物质成分、月壤

特性、地月空间环境进行探测，以估算月壤

厚度，获得更高空间分辨率和探测精度的

元素分布图。

对于嫦娥二号的最终命运，黄江川表

示，有可能将根据卫星在轨运行情况对月

球做补充探测并最终落月，也有可能让其

飞出地月环境或回“娘家”。最终采用哪种

方式还要看前期主任务执行情况以及卫星

的状态和能力。

本版稿件均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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