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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10时12分，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精确控
制下，嫦娥六号探测器成功实施近月制动，顺利进入环月
轨道飞行。

近月制动是嫦娥六号探测器在飞行过程中的一次关
键轨道控制。嫦娥六号探测器飞临月球附近时，实施“刹
车”制动，使其相对速度低于月球逃逸速度，从而被月球引
力捕获，从地球“怀抱”投入月球“怀抱”，实现绕月飞行。

在完成全部工作任务后，嫦娥六号就将开启回家之
路。整个月背出差之旅53天。

两次防护避免被“烧伤”

不要小看“刹车”的难度，如果“刹车”力度不够，速度
没有降下来，嫦娥六号探测器将滑入外太空。反之，如果

“刹车”过猛，则可能与月球碰撞。
嫦娥六号探测器由轨道器、返回器、着陆器、上升器组

成。为了踩好这一脚“刹车”，嫦娥六号轨道器配备了1台
3000牛推力的轨道控制发动机，以进行引力捕获时的制动减
速控制。然而，在这样的地月转移过程中，发动机工作时温度
会升高，如果热防护做不到位，轨道器就会被高温“烧伤”。

为此，研制团队开创性设计了二次热防护复合系统，
为轨道器穿上“超级防护服”。一方面使用复合隔热层，
将发动机高温辐射影响尽量降低；另一方面，根据不同设
备的温度需求个性化定制，进行二次热防护。层层防护
让轨道器上重要载荷单机远离高温的“烘烤”，为嫦娥六

号轨道器打造舒适的“旅行”体验。

嫦娥落月选址有讲究

探月工程四期由国家航天局牵头组织实施，包括嫦
娥四号、嫦娥六号、嫦娥七号和嫦娥八号等4次任务，嫦娥
四号已实现世界首次月球背面软着陆。

早在今年3月20日，鹊桥二号中继星成功发射，为地
月间中继通信架设了新“鹊桥”，迈出了我国探月工程四
期任务的重要一步。

在鹊桥二号中继星的支持下，嫦娥六号探测器将调整
环月轨道高度和倾角，择机实施轨道器返回器组合体与着
陆器上升器组合体分离。之后，着陆器上升器组合体实施
月球背面南极-艾特肯盆地软着陆，按计划开展月球背面采
样返回任务。嫦娥六号计划降落在月球背面的南极－艾特
肯盆地东北侧，那里是太阳系已知最古老的撞击盆地。月
球背面就是月球背对地球的那一面。由于月球公转和自转
时间同步，这就导致月球的一个面永远无法面向地球。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逯运通说：“全球进行过十数次的
月面采样返回，全部任务都是在月球的正面，月球背面可
能存在更古老的月壤，我们在月球背面不论采回什么样
的月壤，科学价值都是比较高的。”

“出差”53天要干啥

从火箭发射到嫦娥六号取到月背样品返回到地面，

整个过程要经历53天。这53天都要干啥？整个流程是
什么样的？

嫦娥六号任务工程总体发射场工程技术组组长胡
震宇介绍，嫦娥六号任务主要经历11个飞行阶段，分别
是发射入轨段、地月转移段、近月制动段、环月飞行段、
着陆下降段、月面工作段、月面上升段、交会对接与样品
转移段、环月等待段、月地转移段以及再入返回阶段。
其间，还涉及探测器的4个组成部分，也就是上升器、着
陆器、返回器、轨道器多次分离和转移，可以说是环环相
扣、步步关键。

在嫦娥六号踩好这一脚“刹车”后，在环月阶段，嫦娥
六号将用20天左右的时间调整好位置，为落月做准备。
当万事俱备，嫦娥六号就会开始落月，并在月面工作48
小时完成月背样品采样。采样完成后就将开展月面上
升、环月轨道交会对接等工作。

其间，嫦娥六号还带了4个国际“包裹”，它们还要
同步开展多项科学探测。胡震宇说：“法国氡气探测
仪，对月表氡气同位素开展原位测量；欧空局月表负
离子分析仪，对月球表面负离子进行探测，研究等离
子体和月面的交互作用；巴基斯坦立方星，开展在轨
成像任务；意大利激光角反射镜，作为在月球背面的
定位绝对控制点，可以与其他月球探测任务开展联合
测距与定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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嫦娥六号成功实施近月制动，投入月球“怀抱”

进行哪些方面的测试？
各国海军新的水面舰艇服役前都要进行海试，也就

是通过海上的实际航行测试舰艇的各项指标是否符合设
计需要。福建舰的首次海试要进行哪些方面的测试呢？

军事专家宋晓军介绍：“通俗地说，这次福建舰的
海试可以分成两大块，一块是跟设备相关的，一块是跟
人相关的。”

“跟设备相关的，就是可靠性、维修性、测试性、保
障性、环境适应性和安全性。这个“六性”确保舰艇作
为一个整体，在单位时间内完成所有的作战任务，包括
部署任务、航行过程当中任务，保证装备完好率，而且
可以实现这些任务。”

“跟人相关的，操纵这些装备的，这里就涉及很多，
比如人因工程方面的东西，包括居住性，甚至人对于环
境的体验性。比如说年轻的水兵在雷达前值班几个小
时，他采用什么样的界面，屋内的灯光是不是很适合
他，噪声是不是很适合他，使他不至于疲劳，这些东西
都要进行测试。”

与此前两艘航母有何不同？
福建舰是我国的第三艘航空母舰，此次福建舰海

试和此前辽宁舰、山东舰的海试有哪些不同？
宋晓军说：“我觉得跟前两艘航母有三个不同点。

福建舰是在零基础的起点上，完全国产化地设计和建
造。前两艘航母有一个苏联航母作为模板，所以并不
是零基础；福建舰的吨位会比之前的辽宁舰、山东舰要
大很多。简单地说，大了以后，福建舰容纳的设备和它
所具有的功能可能就会更多；福建舰的新技术，力度会
更大一些。”

未来将发挥怎样的作战效能？
未来，福建舰在通过海试正式入列服役后，它将在

我国航空母舰中，发挥怎样独特的作战效能呢？
宋晓军说：“海军进入三航母时代，意味着可以一

艘在厂里维修，一艘维持训练状态，再有一艘进行作战
值班，这样使得中国海军可以时刻在相关重要海域保
持一艘航母存在。”

“由于福建舰采用了电磁弹射，它的舰载机的出动
率会比前两艘航母更高。这样在一些重点海域执行重
点任务时，可能更适合它来承担。由于采用了这样的
技术，而且在海上经过一段试验，包括通过填平补缺的
修复，技术会更加成熟。这样对人民海军的下一步建
造同类型甚至可能更大类型的航空母舰，会提供一个
非常好的实践经验的总结。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福建
舰通过海试加入人民海军的航母序列之后，它对海军
未来发展的贡献可以说是巨大的。”宋晓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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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舰航母完成首次航行试验
完成了动力、电力等系统设备一系列测试，达到预期效果

昨天下午3时许，我国第三艘航空母舰福建舰完成为期8天的首次航行试
验任务，顺利返回上海江南造船厂码头。

试航期间，福建舰完成了动力、电力等系统设备一系列测试，达到了预期
效果。下一步，福建舰将按既定计划开展后续试验工作。

这是首航试验中的中这是首航试验中的中
国海军福建舰国海军福建舰（（55月月 11日日
摄摄，，无人机照片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这是中国海军福建舰上的气象水文部门人员在海上
进行人工气象探测（5月7日摄）。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