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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关注

□据《北京晚报》新华社

北京时间10月24日2时00分，伴
随着震耳欲聋的轰鸣声，我国的探
月工程三期迎来了新进展——我
国自行研制的再入返回飞行试验
器，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乘长
征三号丙运载火箭发射升空。

随后，试验器准确进入
近地点高度为 209 公里、远
地点高度为 41.3 万公里的
地月转移轨道。

核
心
提
示

“嫦娥”再奔月
八天过六关

张伍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概括了此次试验任务
的过程:

1. 火箭起飞入轨 在此过程中，服务舱和返
回器两个小伙伴“手拉手”，共同做好起飞准备，火
箭这一忠诚的保镖，将两者护送到预定轨道之后，
执行“器箭分离”。

2. 地月转移轨道 在这趟旅程里，试验器的
行程满满当当：不仅要开启各种设备进入工作状
态，还得留心看路，谨防稍不留神儿走了岔路，错
过回家的路口。在这爆满的行程中，还得挤出时
间做点试验。

3. 月球的近旁转向 与上段旅程相比，在这
个阶段里，试验器的任务相对比较轻松。

4. 月地转移 服务舱在此段行程里忠心耿耿
地尽着最后的“管家”义务，确保返回器在离开“管

家”的怀抱后能独立完成回家任务。返回器也开
始为自己的独立出行做各项准备。

5. 返回再入 在此阶段，返回器与服务舱恋
恋不舍地告别之后，打个水漂儿，踏上回家之旅。

6. 着陆和回收 在结束了近8天的旅程之
后，返回器乘降落伞，回到地球。

北京时间24日16时29分，在北京航天飞行
控制中心科技人员的精确控制下，再入返回飞行
试验器成功实施地月转移轨道首次中途修正，为
飞行试验器顺利到达月球近旁奠定了基础。

据北京飞控中心总工程师周建亮介绍，在这
次中途修正前，中心于24日晨控制飞行试验器携
带的相机，拍摄了飞行试验器远离地球的飞行场
景。截至16时，飞行试验器已在太空飞行了14
个小时，距地面高度约13万公里。

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主任陈宏敏透露，此
次飞行器奔月再返回一共历时8天。

再入返回飞行试验是突破和掌握航天器再入
返回技术的关键一步。试验飞行器从西昌卫星中
心发射后，将沿着地月转移轨道飞向月球，当抵达

月球引力控制范围后，借助月球引力实现月球近
旁转向，进入月地转移轨道。进入地球大气层时
的速度接近第二宇宙速度，即11.2公里/秒。经跳
跃式弹起后，试验飞行器跃出大气层，之后再次进
入大气层，最终在内蒙古中部地区着陆。

飞行器设计副总
指挥张伍介绍，在此次

“探路”过程中，承担重要
使命的飞行试验器由中国

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空间技术
研究院研制，由“大管家”服务舱

和“小个头”返回器两部分组成。
在二者相伴相行的整个过程中，服

务舱这个“大管家”要为返回器提供好
两大服务：“管吃饭”和“打电话”。

为了做一个称职的“大管家”，服务舱

做好了准备：在它的外表装有太阳翼、天线、
照相机、敏感器等多种设备，为返回器保驾
护航，确保能将其准确地送入再入返回的入
口处。

航天科技集团飞行试验器系统的专家
鲍晓萍表示，返回器这个“新家伙”最明显的
特点之一就是小，大约为神舟飞船返回舱大
小的1/8。“神舟飞船的返回舱是要载人的，
所以要大一些；我们这次试验的返回器在未
来是要装样品的，所以要相对小一些。”鲍晓
萍说。

23日晚10时，位于北京航天城内的航天飞行
控制中心大厅灯火通明，这里共有4排技术人员席
位，每排坐席数有25个。

23日23时30分，飞控大厅早已进入“三小时准
备”。飞控大厅总调度戴堃告诉记者，“喊话”从“负
2.5小时”，即23时30分左右开始启动。

24日1时50分，随着戴堃一声令下，“嫦娥”奔
月迎来倒计时。几乎所有的人都停止了交流，眼睛
都盯向同一块大屏幕。屏幕里，千里之外的西昌卫
星发射中心，巨大的、乳白色的长征三号丙改Ⅱ型运
载火箭矗立于夜空下。塔架下，工作人员开始陆续
撤离。

“10、9、8……3、2、1，点火！起飞！”两点整，在漆
黑的夜空下，火箭带着一束耀眼的金色火焰，托举“嫦
娥”直冲九霄。

“整流罩分离！”火箭发射270秒后，“嫦娥”姑
娘揭下了“红盖头”；2时18分，器箭分离的喜讯传
来，飞控大厅里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经过十来分
钟的计算后，现场专家宣布，经北京中心计算，再入
返回飞行试验器已经顺利进入近地面高度约200
公里、远地面高度约41万公里的地月转移轨道。

一些技术人员激动得流下热泪。“已经准备了快
两年了，终于看到了这一幕，觉得所有付出都值得。”
一位技术员说。

此次任务是我国探月工程三期一次重要的验证
飞行试验，主要目的是突破和掌握探月航天器再入
返回的关键技术，为嫦娥五号任务提供技术支持。
试验任务由飞行试验器、运载火箭、发射场、测控与
回收四大系统组成。

本次任务还搭载发射了一颗卢森堡4M小卫
星，主要用于验证卫星长效电池的工作情况。

目击 北京·飞控中心

目的 为嫦娥五号任务提供技术支持

揭秘 服务舱“大管家”返回器“小个头”

保障 近百套方案为“嫦娥”保驾护航

历程 八天赶六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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