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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万公里，30天抵达，900多秒惊心动魄下降

嫦娥六号成功落月 月背“挖宝”开启

这是人类探索月球的历史性时刻！6月2日
清晨，嫦娥六号成功着陆在月球背面南极-艾特肯
盆地预选着陆区，开启人类探测器首次在月球背
面实施的样品采集任务，即将“蟾宫挖宝”。

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响起热烈的掌声，嫦
娥六号着陆器和上升器组合体在鹊桥二号中继星
支持下，成功着陆在月球背面南极-艾特肯盆地预
选着陆区。

自5月3日发射入轨以来，嫦娥六号探测器经
历了约30天的奔月之旅，在经过地月转移、近月制
动、环月飞行等一系列关键动作后，完成了这世界
瞩目的“精彩一落”。

相比于降落在月球正面，降落在月球背面可
谓环环相扣、步步关键。特别是此次任务的预选
着陆区——月球背面南极-艾特肯盆地，落差可达
十多公里，好比要把一台小卡车成功降落到崇山
峻岭中，每一步都不能掉以轻心，充满着中国航天
人的智慧和创造。

“渐次刹车”减速接近月表——着陆器和上升器
组合体实施动力下降，搭载的7500牛变推力主发动
机开机，逐步将探测器相对月球速度降为零。其间，
组合体进行快速姿态调整，逐渐接近月表。

“火眼金睛”选择理想落点——着陆器和上升
器组合体通过视觉自主避障系统进行障碍自动检
测，利用可见光相机根据月面明暗选择大致安全
点，在安全点上方100米处悬停，利用激光三维扫
描进行精确拍照以检测月面障碍，最终选定着陆
点，开始缓速垂直下降。

“关键缓冲”确保安全落月——即将到达月面
时，发动机关闭，利用缓冲系统保障组合体以自由
落体方式到达月面，最终平稳着陆在月球背面南
极-艾特肯盆地。

月背着陆时间短、难度大、风险高，放眼世界
也仅有我国的嫦娥四号探测器曾在2019年初成功
实现月背软着陆。此次嫦娥六号不仅要实现月背
软着陆，更将按计划采集月球背面的月壤，走别人
没走过的路。

2004年，中国探月工程正式批准立项。从嫦
娥一号拍摄全月球影像图，到嫦娥四号实现人类
首次月球背面软着陆；从嫦娥五号带着月壤胜利
归来，再到如今嫦娥六号即将月背“挖宝”……20
年来，中国探月工程不断刷新人类月球探测的纪
录。

成功着陆月背，只是开始。后续着陆器将进
行太阳翼和定向天线展开等状态检查与设置工
作，随后正式开始持续约2天的月背采样工作，通
过钻取和表取两种方式分别采集月球样品，实现
多点、多样化自动采样。

从发射升空到成功落月，38万公里，30天抵
达，900多秒惊心动魄的下降，嫦娥六号探测器的
表现近乎完美，如同体操选手在空中完成令人眼
花缭乱的高难度系数动作之后，稳稳当当落地，为
下一次“表演”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接下来，还将开展月球背面着陆区的现场调
查分析、月壤结构分析等科学探测。着陆器钻取
采样装置将钻入浅层月壤中，采集保持剖面层序
的样品，完成采样后样品容器将被密封。之后，国
旗展示装置展开，上升器将进行起飞准备。整个
月面工作过程将耗时2天。

此后，“嫦娥六号”将转入最后一个阶段——
再入回收段。预计在6月25日左右，返回器将降
落于返回着陆场，最终完成历时53天的月背采样
返回之旅。

6月2日，嫦娥六号探测器“着上组合体”（着陆器
和上升器组合体）成功着陆月背南极-艾特肯盆地的
预选着陆区。

不同于地球着陆，月球上没有大气，无法通过降落
伞风阻减速，因此“着上组合体”只能通过发动机的反
推力来实现减速。“着上组合体”在减速降落的过程中，
还会自主控制进行粗避障和精避障。

嫦娥六号“着上组合体”在减速完成后，为什么要
进行避障呢？它是如何避障，从而能够落得准呢？

敏感器当“眼睛”
支持嫦娥六号落得“准”

嫦娥六号“着上组合体”携带了许多敏感器，这些
敏感器就像是探测器的眼睛和耳朵，它们通过光学、微
波等方式自动判断具体的着陆地点。

“我们通过各种敏感器，知道探测器与月球的相对
位置和速度，通过发动机控制探测器的姿态、减速，最终
达到指定的落点目标。”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黄昊介绍。

黄昊介绍，降落的过程时间很短，“着上组合体”携带
的燃料也有限，面对预选着陆区复杂的地形环境，需要快
速灵活反应，因此地面的工作人员不会实时地操作它具
体降落到哪里，“着上组合体”会结合多种敏感器的数据，
对数据进行融合后，进行自主判断具体的着陆位置。

“它更多的是通过图像判断月球表面的一些坡度、
坑、石块的分布情况，最终根据这些图像，选取一个比
较优的落点。”

着陆缓冲机构
支持嫦娥六号落得“稳”

解决了落得准，那么嫦娥六号“着上组合体”如何
落得稳呢？嫦娥六号“着上组合体”落月时，撞击月面
会形成较大的冲击，必须设计相应的着陆缓冲系统，吸
收着陆的冲击，保证探测器不翻倒、不陷落，这也是落
月的技术难题之一。

而着陆缓冲机构，通俗地说就是嫦娥六号的“腿”，
在此刻就派上了大用场，通过它，可以让嫦娥六号“着
上组合体”稳稳地落在月面上。

嫦娥六号探测器是探月工程至今发射的最重航天
器，其中的着陆器和上升器组成的“着上组合体”要想
平稳降落在月球，难度可不小。着陆器和上升器携带
多个精密仪器，较大的震动都会影响仪器的准确度，为
此科研人员给嫦娥六号装上了4条“腿”。

“嫦娥六号有4个着陆缓冲机构，也就是4条着陆
“腿”。嫦娥六号着陆器的总质量是比之前嫦娥三号、
嫦娥四号要更大的，所以这4条“腿”也要更加强壮，能
够耐得住着陆时候的冲击。”嫦娥六号任务副总设计师
王琼介绍。

王琼告诉记者，嫦娥六号的4条“腿”可不是简单地起
到支撑作用，这4条“腿”就像4根弹簧，在遇到撞击的时候
可以通过形变来吸收地面给“着上组合体”的冲击力。

“着陆‘腿’里边本身是有铝蜂窝的材料和拉杆，同
时能够缓冲压力和拉力，使得垂直的速度和水平的速
度都能够被消除掉。”

平稳降落后，嫦娥六号“着上组合体”会先给自己
做一个全身体检，确认状态良好后，就将按计划开始月
背采样等工作。

据新华社、央视新闻客户端、中国航天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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