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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逆行轨道技术，
将应用月背智能采样

实施近月制动后，嫦娥六
号就进入了环月轨道。与之前
的嫦娥五号探月任务不同，嫦
娥六号采用的是逆行轨道。什
么是逆行轨道呢？

在太阳系里，所有的大行
星都沿着太阳的自转方向绕太
阳公转，这样的轨道称为顺行
轨道。而逆行轨道意味着围绕
这颗星球的航天器飞行方向与
星球自转方向相反。专家介
绍，逆行轨道会提升探测器与
月球之间的相对速度，可以让
环绕器更好地稳定在环月轨道
上。

采集月背样品，嫦娥
降落点如何选？

嫦娥六号这次的主要任务
就是采样返回，在采集月背样
品之前，最关键的步骤就是落
月。科研人员不仅要给嫦娥六
号选一个有科学价值的落区，

这个位置还要便于开展后续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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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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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月的位置不仅要有科学
价值，科研人员还要全面考虑
工程实施难度。

航天器在太空工作的动力
都来自自身太阳翼帆板，嫦娥
六号也不例外，降落月背地点
就要充分考虑光照等各个方
面，确保任务的可实施性。

逯运通表示，航天器在轨主
要是用光照来产生电能，主要是
纬度来决定的，这次选择了一个

中纬度地区。我们选择月球背
面南极－艾特肯盆地，无论是从
光照、能源、通信等各个角度，从
工程上都是可以实现的。

53 天 的太空“出
差”，嫦娥六号怎么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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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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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也要同步开展多
项科学探测。

胡震宇表示，嫦娥六号搭
载了4个国际载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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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完成全部工作任务后，
嫦娥六号就将开启回家之路。
通过大约 5 天飞行，再入大气
层，返回四子王旗着陆场。整
个月背出差之旅要进行53天。

据央视

经过5天飞行，嫦娥六号探
测器抵达月球附近，并踩下了
近月“第一脚刹车”。北京时间
5月 8日 10时 12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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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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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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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日晚间，嫦
娥六号探测器由长征五号遥八
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
场成功发射，之后准确进入地
月转移轨道，由此开启世界首
次月背“挖宝”之旅。

在鹊桥二号中继星的支持
下，嫦娥六号将择机实施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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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经过3个多月的太空之旅后，
由江苏师范大学刘伟杰教授团队联
合北京理工大学开展的空间生物被
膜科研项目，近日顺利完成在轨实
验，项目所用生物被膜培养芯片货包
随神舟十七号载人飞船顺利返回，目
前样品已经运抵江苏师范大学实验
室。据了解，空间站微重力环境下的
生物被膜分子机制研究，对空间站微
生物污染防控策略的优化和创新具
有重要意义，该项目的科研成果，有
望为我国空间站微生物生物被膜的
防控和应用奠定理论基础。

“经过确认，实验样品结构及其
内部微生物状态完好，生物被膜培
养在轨实验取得圆满成功！”日前，
在江苏师范大学分析测试中心微生
物生物被膜实验室，刘伟杰教授和
相关载荷工程师共同对搭乘神舟十
七号载人飞船返回的生物被膜培养
芯片进行拆封。随着现场近3个小
时核验工作的顺利结束，该项目也
正式进入了全新的研究阶段。

生物被膜对菌体可以起到良好
的保护作用，使外界物质很难直接
接触到微生物并对其造成伤害，也
因此导致极强的耐药性。

“它就如同天然包被的膜状堡
垒，广泛附着于医疗设备、工业管道
等物体表面上。它可以充分保护细
菌，使细菌能够抵抗诸如抗生素和清
洗剂的杀灭作用，因此微生物形成生
物被膜分子机制的研究成为近年来
国内外的研究热点。”刘伟杰说。

刘伟杰介绍，在长期密闭的空
间站环境下，形成的生物被膜生物
量往往更大，三维结构也往往更复
杂，这些特性会导致空间生物被膜
更难彻底清除，造成空间站污染微
生物反复滋生，这可能会引起设备
腐蚀、威胁航天员身体健康。因此，
微生物污染与防控成为众多专家学
者头疼的科学问题。

刘伟杰长期从事微生物形成生
物被膜的分子机制和防控策略研
究。在此次在轨科研任务中，刘伟杰
在北京航天飞控中心对实验进程进
行了全程连续监控，在神舟十七号乘
组航天员的协助下进行了多次天地
协同操作，在轨试验顺利完成。

刘伟杰说，该项研究不仅可以指
导空间站微生物污染防控，而且未来
还可能指导地面医院重症监护室等
特殊密闭场所生物被膜的防控。

通讯员 吴向裕 王晨旭 徐婉益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张晓培

这一脚“刹车”踩得刚刚好
嫦娥六号成功投入月球怀抱
5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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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储希豪
综合新华社、央视

太空“出差”53天，嫦娥六号都要干些啥？

神舟十七号带回
“太空快递”
徐州顺利“开箱”

嫦娥六号是我国探月工程四期的“关键一环”，将完成月背采样返回等重要任务。8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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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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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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画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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