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 告
尊敬的联通用户：

为进一步提高
通信质量，我公司定
于 2013 年 12月 2日
至 12 月 31 日，每日
0：00—6：00 实施系
统升级改造，届时可
能影响部分区域手
机、宽带、固定电话、
小灵通用户的正常使
用。给您带来的不
便，敬请谅解！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
有限公司洛阳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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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关注

嫦娥携玉兔
飞赴

嫦娥三号技术状态新、要求标准严、技术难度大，发
射需要克服四大挑战。

● 低温燃料加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三级采用
的是液氢、液氧推进剂。液氢的保存温度为零下253摄
氏度，液氧的保存温度为零下183摄氏度，在加注时燃料
不可避免地产生挥发，所以必须精确计算燃料的加注量。

● 气候复杂多变。西昌属山区地形，素有“十里不
同天”之称，气候变化频繁。此外，火箭低温燃料加注对
温度变化要求很高，这些无疑给气象预报增加了不小的
难度。

●“零窗口”发射要求高。嫦娥三号任务是多窗口、
窄宽度发射。12月共有3天6个窗口。发射窗口最长4
分钟，最短的仅为1分钟，对发射的精准度要求很高。

● 多重任务交叉重叠。发射场在执行嫦娥三号任
务时，还承担了其他航天器的发射任务。这给发射中心
及各系统间的组织指挥、统筹协调、质量监督和人员调配
提出了挑战。

着陆器基本固定在一个
位置，巡视器——“玉兔
号”月球车则需要从着陆
器上“走”下来。着陆器和
巡视器实现互相拍摄。

嫦娥三号发射要克服四大挑战

广寒宫
□据 新华社

今日凌晨1时30分，“嫦娥”探测器
将与“玉兔”月球车相拥，从西昌卫星发
射中心腾空而起开启奔月、登月、巡月之
旅。在这38万公里的长途旅行当中，它
的每一步其实都承担着科学家赋予它的
艰巨任务。

嫦娥三号探测器，是我国第一个“有
腿”的航天器，也是中国人首次用来尝试
地外天体软着陆的航天器。

据介绍，嫦娥三号有四条腿六个轮
子，是着陆器和巡视器（俗称“月球车”）
的组合体，是我国第一个“有腿”的航天
器。这样组合，能让它既能落到月面上，
还能自主动起来。

落月之前，巡视器作为一个载荷被
安装在着陆器上，本身并不工作。整个
前期飞行、动力下降以及实施软着陆过
程，都是由着陆器完成的。到月面后，二
者互相配合，将巡视器释放到月面上，成
为两个独立的探测器，各自在月面开展
探测任务。

着陆器包含11个分系统，其中最有
特色的当属着陆缓冲分系统，又集中体
现在四条“中国腿”的外形上。“中国腿”
保证着陆的稳定性。

巡视器包含8个分系统，其中最有
特色的当属移动分系统。从外形上看，
就是巡视器的6个轮子。

嫦娥三号工程实施过程中，要闯七
道“坎”，包括多窗口、窄宽度准时发射，
月面软着陆，两器分离，月地间遥操作，
月面生存，测控通信，地面试验验证等七
大关键技术。嫦娥三号是我国航天领域
迄今最复杂、难度最大的任务之一。

开始主动减速，相对速
度要从每秒 1.7 公里逐
渐减为 0，这个过程人
工干预的可能性几乎
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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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 入 调 姿 段,
探测器会调整
到合适的着陆
姿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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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探测器要悬停，对
月面进行拍照，避
开障碍物，寻找着
陆点。

4 探测器发动机关
机，进入自由下降
段，直至接触月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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嫦娥三号软着陆示意图

距离月面4米时

“玉兔号”进入工作状态。月昼时，着
陆器就地展开科学探测；月夜时，设
备断电休眠，依靠同位素热源保持温
度。着陆器将在月面工作一年，“玉
兔号”将巡视勘察3个月。

距月面100米处时

15~2公里

着陆后
“玉兔号”抵达月面

“嫦娥三号”任务对火箭系统在运载能力等方面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火箭系统实现了六大改进来应对新
的挑战。

由于嫦娥三号比嫦娥二号重了1000多公斤，入轨精
度提高3倍多，需要突破多项技术才能满足发射要求，因
此这个重任交给了长征三号乙改进型火箭。该型号的火
箭长56米多，有4个助推器，起飞重量约456吨，是目前
中国运载能力最强的三级液体火箭。

为适应任务要求，火箭系统实现了“六大改进”。
不仅对火箭的运载能力、高精度导航制导能力、可靠
性、适应性、多窗口发射能力等方面作了改进，火箭的
箭身上还加装了一组摄像头，可以看到飞行过程中的
重要分离动作。

比如，由于此次嫦娥三号探测器与此前的嫦娥一
号、二号相比在外形结构上有较大变化，因此火箭设计
了新的探测器支架。据了解，这是长三乙火箭的第25
次出征。

火箭系统六大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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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制 翔宇

探测器在近月点

15公里处

距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