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嫦娥一号发射全记录
■新华社记者 孙彦新 李宣良 白瑞雪 王玉山

头一：
２４日傍晚，进入发射倒计时
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群山深

处的山谷里，天蓝风轻。

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群山

中高耸的乳白色运载火箭，托举着体

重２３５０公斤的嫦娥一号卫星。而卫
星飞向的月球，就挂在远处的天幕和

山峦之间。

火箭上端，雾气蒸腾缭绕———

第三级火箭使用的燃料液氢液

氧，储存温度分别是零下２５３摄氏度
和零下１８６摄氏度，尽管燃料贮箱进
行了水平极高的保温设计，火箭周围

的空气还是迅速地被冷凝成水汽，为

了防止结冰，要不停地用氮气吹除，

直至发射前的最后几秒。

离发射塔架 ５００米处的燃烧池
内，大火熊熊燃烧———

在常温下不断汽化的液氢液氧，

会使贮箱的压力越来越高，而一粒沙

子从一米高处落下来的能量就能引

起燃料的爆炸，因此需要一边加注一

边泄压。从发射前负８小时液氢液氧
开始加注的那一刻起，两条专用的管

路就要不停地把汽化的燃料导入燃

烧池烧掉，而燃料的加注也会持续到

发射前５分钟。

头二：
１８牶０５，火箭点火

清晨的一场雨没有阻挡住１０时
起出现的阳光，卫星按预定时间开始

发射。

“一分钟准备！”１８时 ０４分，寂
静的山谷响起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

射指挥员李本琦洪亮的声音。

监视所有塔架都打开完毕后，３
号塔架上最后一名操作手已于 ５分
钟前撤入地下掩体。

在发射场周围的山坡上，在西昌

指控大厅里，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

心，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塔架上的

５７个摄像头将现场的每一个细节实
时传送到各个点位。

数十家媒体记者的镜头从多个

方向聚焦运载火箭，在 ２．５公里安全
距离之外的多个参观台上人头攒动；

远处一条条乡间山路上则挤满了附

近的村民和远来的游客。

虽然今年以来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就已进行了７次发射，但嫦娥一号卫
星的发射还是引起前所未有的关注。

“１０、９、８、７……３、２、１，点火！”１８
时０５分，就在李本琦喊出点火口令
的同时，发射控制台操作手皮水兵用

力地按下了红色的点火按钮。

瞬间爆发的巨大声响排山倒海

般压向重重群山，４０米深的导流槽
里事先注入的 ４００吨水顷刻化做了
水汽……

头三：
１８牶０５至１８牶３０，火箭壮美飞行

“火箭飞行正常”

“跟踪正常”

“遥测信号正常”……

从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所属各测

站的光学、红外、遥测设备，到青岛、

厦门、喀什的测控站；从太平洋上的

两艘远望号测量船，到首次在航天器

测控中引入的北京、上海、昆明、乌鲁

木齐的４个大型天文射电望远镜，如
同火炬接力般把测控数据实时传来。

第１４８秒，火箭一二级分离。
第２４３秒，整流罩分离。此时，火

箭已经飞出了稠密的大气层，“嫦娥”

不再需要整流罩的保护。

隆隆的声响向四周漫延，房屋被

震得发抖。

第２７１秒，火箭二三级分离。
第６０９秒，远望号测量船传来消

息，三级发动机一次关机，星箭结合

体进入滑行阶段。参观的人们意犹未

尽，一边热烈交流一边离开参观地

点。而在指控大厅里，是一张张严肃

紧张的面孔。

第 １２４９秒，三级二次点火；第
１３７３秒，三级二次发动机关机。长征
系列火箭完成了第１０３次飞行。

人类目前进行的 １２３次探月活
动中，６３次以失败告终，这其中因为
火箭故障而引起的失败又占多数。

头四：
１８牶３０，卫星入轨

第１４７３秒，当大厅里响起“星箭
分离”的报告声，凝固的空气一下子

沸腾起来。握手、拥抱、欢呼、祝贺

……害怕影响任务而一直沉寂的闪

光灯突然兴奋起来，将一张张笑脸映

得更加灿烂，也将这个喜庆的画面永

远地定格在 ２００７年 １０月 ２４日 １８
时３０分这一刻。

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传来

数据，卫星在太平洋上空，以接近

每秒 ８公里的速度进入预定的大
椭圆轨道。

头五：
１９牶０９，嫦娥一号发射成功
１８时 ５０分左右，卫星已经飞到

南美洲上空，在智利 ＣＥＥ测控站的
测控下，卫星太阳帆板成功展开。１３
分钟后，用于向地面传输科学数据的

定向天线也开始展开。

利用国际联网增加测控覆盖

率 ， 这 在 我 国 航 天 史 上 尚 属 首

次。此外，欧洲空间局的 ３个测
控站也将对嫦娥一号卫星提供测

控支持。

此时回看发射塔架，到处是玻

璃碎末、昆虫尸体、斑斑水迹，以及

被火箭尾焰烤焦的痕迹，火箭点火

起飞时的强大威力每次都会造成这

样的场面。根据损毁程度的不同，发

射后恢复需要的时间从数天到一个

月不等。

１９时 ０９分，嫦娥一号卫星发射
成功，总里程 １００多万公里、时间为
两周左右的漫长“嫦娥”奔月旅程开

始了。

（据新华社北京１０月２４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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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后 “命运”尚未确定
新华社北京 １０月 ２４日电 （记者 黄全

权）对“设计寿命 １年”的“嫦娥一号”卫星来
说，一年后将面临怎样的命运？国防科工委

有关人士透露：尚未确定。

国防科工委月球探测工程中心主任胡

浩表示，所谓“嫦娥一号”卫星的寿命，主要

是指卫星上的燃料支撑时间。

胡浩说，卫星在距离月球 ２００公里的工
作轨道上运行，须不断地进行姿态调整，而

发动机的工作就得消耗燃料。“卫星燃料一

旦消耗完毕，将无法对它进行控制。按照它自

己的运行，最后会掉到月球上去。”胡浩说。

据了解，目前已有不少专家提出想法：如

果卫星在发射飞行过程中一切都很顺利的

话，当到达１年的设计寿命期限时，卫星依然
有若干公斤的燃料，不妨尝试加力使它直接

撞击月球表面。

胡浩说：“但截至目前，这些只是设想，而

且是建立在多个假设条件下的设想。其１年
后的命运，现在尚未确定。”

一个月里 尚有仨高难度动作
新华社北京 １０月 ２４日电 （记者 黄全权 冯

晓芳）国防科工委月球探测工程中心有关人士表

示，发射成功只是完成了第一步。在发射成功之

后，嫦娥一号卫星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还将经过

加速、轨道修正、制动等一系列 “高难度动作”，

其中三个环节至关重要。只有迈过这一系列门槛，

才标志着我国绕月探测工程首次飞行任务取得成

功。

关键环节一：能否实施地月转移。嫦娥一号

卫星发射升空后，绕地运行数日之后，将迎来实

施地月轨道转移的关键时刻。只有迈过这道门槛，

嫦娥一号卫星才能进入奔月轨道。由于此次地月

转移变轨具有唯一性，因此能否一次成功至关重

要。

关键环节二：能否被月球捕获。嫦娥一号在

奔月轨道飞行 １１６小时左右后将接近月球。此时，
嫦娥一号卫星将实施首次 “刹车制动”，确保自己

被月球捕获。而一旦出现闪失，中国 “嫦娥”或

将与月球失之交臂；或将撞击月球。

关键环节三：能否环月探测。在被月球捕获

之后，嫦娥一号还将经过两次近月制动，才能进

入工作轨道。通过数日的在轨测试后，卫星有效

载荷将全部打开开始工作。只有成功传输回相关

探测数据后，才表明嫦娥一号的科学探测计划开

始顺利实施。至此，首次飞行任务方能宣布 “获

得成功”。

嫦娥飞天 没有军事目的
新华社北京１０月２４日电（记者

黄全权）中国绕月探测工程首次飞行

任务２４日正式实施。国防科工委有
关负责人表示：中国探月工程自始至

终坚持和平利用太空，嫦娥一号卫星

飞行任务执行科学探测任务，没有任

何军事目的，也没有搭载任何军用仪

器设备。

这位负责人表示，中国绕月探测

工程是按照中国国民经济发展和空

间科学研究的进程开展的，不存在与

其他国家和组织探月计划的竞争和

竞赛问题。嫦娥一号卫星飞行任务是

中国月球探测和深空探测的第一步，

对中国而言是开创性的，对世界而

言，也是一项重要的科学探索，所取

得的成果，也将为国际空间研究提供

宝贵的成果。

绕月探测 将创我国航天史七项第一
据新华社北京 １０月 ２４日电（记者 黄明）我国

首次绕月探测工程，将开创我国航天史上的多项

第一。

———第一次探测月球。嫦娥一号是我国首次开

展对地球以外天体进行探测的飞行器。

———第一次突破地球近地轨道。月球距离地球

的平均距离为 ３８万公里，从地球到达月球轨道至

少需要 １０次较大的轨道控制，而神舟六号飞船仅
需要３次左右。

———第一次真正用立体相机来获得月球三维

影像，而至今国际上还没有覆盖月球全球的三维照

片。

———第一次探测月球表面元素，对月球表面有

开发利用价值的元素含量与分布进行探测。我国将

在美国探测的５种元素的基础上，再增加９种。
———第一次利用微波辐射计探测月壤厚度及

其分布。目前还没有国家实现真正对全月球月壤厚

度的测量。

———第一次在测控中引入天文测量。我国目前

的测控站只能支持近地航天器的测控，还没有专门

的深空测控站，因此在绕月探测工程中引入了天文

手段以补充现有航天测控网不足的方案。

———第一次利用国际联网对航天器进行深控。

欧洲空间局的库鲁站、新诺舍站、马斯帕拉马斯 ３
个测控站，以及智利的 ＣＥＥ测控站，将对嫦娥一号
提供测控支持。

１０月
２４日，嫦娥
一号探月卫

星 即 将 发

射，数千观

众抵达西昌

卫星发射中

心附近观景

台准备等待

发射。

新华社发

１０月 ２４
日 １８ 时 ０５
分，搭载着我

国首颗探月卫

星嫦娥一号的

长征三号甲运

载火箭在西昌

卫星发射中心

三号塔架点火

发射。

新华社发

１０月 ２４
日，数十家媒

体 记 者 在 发

射 现 场 等 待

嫦 娥 一 号 卫

星发射。

郑州晚报记者

卢曙光

赵 克 摄

嫦娥一号“血脉”通郑州
所用电连接器郑州研制

本报讯 （记者 陈锋 通讯员 崔宁）嫦

娥一号发射成功！昨晚，郑州航天电子技术

有限公司会议室里，观看电视直播的人不断

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令人骄傲的是，他们研

制生产的电连接器、电缆网和电子仪器等，

构建成了整个“嫦娥”绕月探测工程的“血

脉”体系。

公司工程技术人员告诉记者，电连接器

和电缆网承担着火箭和卫星各个分系统的重

要使命，可以及时、准确地传输控制中心的各

种指令数据，保证系统电子设备正常运行。公

司研制的垂直度调整设备和地面稳压电源 ，

更是长征火箭的“标尺”，起着发射前姿态调

整和维系正常传输指令信号的重要作用。

据了解，在整个“嫦娥”工程上，有数以万

计的电连接器和电缆网，这样的产品焊点多

达几十万个。这些看似普通实则至关重要的

产品，分别按长征火箭和嫦娥一号飞行过程

中可能遇到的各种情况进行对应试验。元器

件往往是 １０００个里面先选出 ５个，５个中继
续“优中选优”，最终选出２个。

郑州航天电子公司隶属于中国航天科技

集团公司，他们研制生产的电连接器和电缆

网中十项技术成就居国内领先地位。

１０月２４日，嫦娥一号卫星发射进入“倒计时”，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
在进行发射前的准备。 新华社发

嫦娥一号从头顶飞过
■郑州晚报特派记者 卢曙光 赵 克

西昌昨日凌晨下起暴雨
前天晚上，卫星即将发射的消息得到最

终的确定后，记者和几个媒体朋友兴奋地吃

完饭已经是凌晨了。

回到宾馆，摄影记者赵克并没有休息，他

找到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卫星地图，希望在

嫦娥奔月的一瞬间，寻找到一个最佳的拍摄

角度。

凌晨３时，雨水敲窗的声音直穿室内，记
者拉开窗帘：外边暴雨如注。

“完了，是不是要另选发射日期了？”记者

担心。躺在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睡。１０时３０
分，太阳终于拨开云雾，露出半个脸。经过中央

气象台预报专家和成都中心气象台的讨论，一

致认定，２４日下午卫星发射场为多云天气，云
量４～７成，对嫦娥一号的发射基本无影响。

记者随旅行社赶赴现场

１１时 １０分，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一位
朋友给记者打来电话说，发射已经基本定局，

基地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进入倒计时。

根据发射中心的安排，所有无关人员都

要撤到４公里以外的区域。在距离３号发射
塔２公里左右的地方，只安排了中央电视台、
新华社等中央级媒体的采访，其他人员均在

４公里外的牛头山或在奔月楼上凭票观看。
根据旅行社的安排，记者在宾馆等候出

发的消息，因为没有部队的许可，任何人不得

入内，即使是１０公里的范围内也不允许车辆
通过，唯一的选择就是跟随旅行社。

１５时 ０５分，我们终于到了指定的区域：
奔月楼。经过短暂的休整，我们在距离发射还

有两个半小时的时候来到了观赏地点：牛头

山顶。

周围居民疏散有条不紊

距离卫星升空还有两个小时的时候，有朋友

告诉记者，火箭升空后８到１１秒间，火箭转向，
沿东南方轨迹升空，将会从记者的头顶飞过。

为了保障安全，距离发射中心周围 ２．５
公里的范围内，所有的居民都被通知撤离

到开阔地点。这些被疏散的群众基本上不

需要怎样的动员，全部在规定时间内撤到

指定的地点。

卫星发射进入倒计时

１６时 ２２分，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３号发
射台亮起了两盏灯，１６时 ３０分，３号塔台的
回转平台开始逐渐打开，先是两端，然后是中

间部分。１７时３８分，回转平台全部打开。塔
台上下亮起了一串小灯。群山中高耸的乳白

色运载火箭，托举着体重２３５０公斤的嫦娥一
号卫星。而卫星飞向的月球，就挂在远处的天

幕和山峦之间。火箭上端，雾气蒸腾缭绕。

“嫦娥”从记者头顶飞过

１８时０５分，３号发射塔台先是腾起一团
白色的烟雾，随后，火箭的底部喷射出火焰。

声音并没有想象的大。

记者最先看到了橘黄色的火焰。它的速

度缓慢，当它上升到塔台的一半时，变成了黄

色。从点火到升空，不到５秒，火箭最后消失
在天空云彩的后面，留下一缕黄色的烟。

随后，在记者的头顶天空，记者再次看到

了火箭，直到两分钟后，火箭变成了一个白点

消失在视线里。

１０月 ２４
日，在发射现

场，一名小观

众 手 持 望 远

镜，仰望天空，

等待发射。

郑州晚报记者

卢曙光

赵 克 摄

在现场记者

镜镜镜镜镜镜镜镜镜镜镜镜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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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5日“嫦娥”真正“拥抱”月球
———漫漫飞行路 专家细说十大关节点

■新华社记者 李宣良 孙彦新 白瑞雪

２４日１８时０５分，在西昌这个被称为“月亮女儿的故乡”的
地方，长征三号甲运载火箭托举着嫦娥一号卫星顺利升空———

“嫦娥”就这样开始了奔月之旅。

在嫦娥一号卫星飞向 ３８万公里外月球的漫长旅途中，需
要进行一系列高度复杂又充满风险的动作。

“如果从卫星发射到最后数据分析过程的 １０个关键环节
都能顺利完成，那么我国首次绕月探测就圆满成功了。”中国绕

月探测工程总指挥栾恩杰说。

那么，这１０个关节点所指的是什么呢？

关节点一： 发射

将嫦娥一号卫星送上太空的，是被誉为“金牌火箭”的长征

三号甲运载火箭。

这次发射是长征三号甲运载火箭的第 １５次发射，迄今这
一型号火箭的发射成功率为１００％。此前，长征三号甲运载火箭
与应用广泛的东方红 ３号卫星平台曾多次“联姻”，每次都取得
圆满成功，用这样一个“大力士”来托举在东方红三号卫星平台

上研制而成的嫦娥一号卫星，再合适不过了。

在我国现有的３个航天发射场中，只有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具备发射长征三号甲等大推力火箭的能力，而且这里纬度低、

海拔高、气候宜人、交通便利，是发射各类地球同步轨道卫星的

理想场所。

关节点二： 入轨

卫星能否准确进入预定轨道，是判断发射是否成功的重要

标志。

长征三号甲运载火箭在发射嫦娥一号卫星时，通过第一、

二级和第三级的第一次点火，先将卫星送入近地轨道，并在近

地轨道滑行飞行一段时间。

在火箭起飞的第１２４９秒，三级火箭第二次点火；第 １３７３
秒，三级火箭二次点火发动机关机。第１４７３秒，星箭分离成功，
嫦娥一号卫星进入近地点约２００千米、远地点约５１０００千米、运
行时间为１６小时的大椭圆轨道，成为一颗绕地球飞行的卫星。

关节点三： 变轨

当嫦娥一号卫星在１６小时轨道飞行一圈半后，１０月 ２５日
下午，地面注入指令，卫星上推力为 ５０牛顿的调姿发动机开始
点火，约 ４分钟后，推力为 ４９０牛顿的主发动机点火实施变轨，
将卫星轨道近地点抬高到离地球约６００公里的地方。
１０月２６日下午，当卫星再次到达近地点时，卫星主发动机

再次打开，巨大的推力使卫星上升到２４小时轨道。
在 ２４小时轨道上运行 ３圈后，卫星上的主发动机第三次

点火，实施第二次近地点变轨，嫦娥一号卫星进入 ４８小时轨
道。这一时刻大约发生在１０月２９日。

这几次变轨都是通过卫星上的发动机使卫星加速。从理论

上讲一次变轨就可以实现，但为了充分利用燃料，同时也为了

方便地面控制，科学家把变轨逐步分解。

关节点四： 奔月

在 ３条大椭圆轨道上经过 ７天“热身”后，嫦娥一号卫星将

正式奔月。

１０月 ３１日，当卫星再一次抵达近地点时，主发动机
打开，卫星的速度在短短几分钟之内提高到 １０．９１６千
米 ／秒以上，进入地月转移轨道，真正开始了从地球向月
球的飞越。

嫦娥一号卫星选择这样的奔月方式，有着 ３方面的优点：
一是可以确保重力损耗控制在 ５％以下；二是将几次近地点机
动安排在同一地区，有利于地面监测；三是安排了 ２４小时轨
道，可以比较方便地解决发射日期延后的问题。

关节点五： 修正

在地月转移轨道，也就是从地球轨道到月球轨道的这段距

离，嫦娥一号卫星需要飞行约１１４个小时。
在人类探月活动的历史上，曾多次发生探测器未能实现月

球的捕获而丢失在星际间的事故，这大多是由于飞行过程中卫

星姿态和速度控制不精确造成的。如果卫星在地月转移轨道近

地点有 １米／秒的速度误差或 １千米的高度误差，飞到月球附
近时都将产生几千千米的位置误差。

在高速飞行的过程中，嫦娥一号卫星必须在地面的指令下进

行中途轨道修正。一般来讲，至少需要进行两次修正，第一次是在

进入地月转移轨道的一天之内，第二次是在到达月球的前一天

内。这些指令，都是由设在北京的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发出的。

关节点六： 制动

１１月５日前后，当嫦娥一号卫星到达距月球 ２００千米位置
时，需要进行减速制动，也就是“刹车”。只有这样，才能被月球

引力捕获，成为绕月飞行的卫星。

这是实现绕月飞行的一个重要步骤：“刹车”晚了，卫星就

要撞到月球上去；而“刹车”早了，则会飘向太空。“刹车”是否成

功，关键取决于卫星当时的位置和速度矢量是否正确。经过多

次复核、复算，我国科学家已经突破了这一技术难题。

关节点七： 绕月

嫦娥一号卫星的第一次近月制动，将发生在 １１月 ５日，从
地月转移轨道进入１２小时月球轨道。从这一刻起，嫦娥一号卫
星成为真正的绕月卫星。

１１月６日前后，嫦娥一号卫星进行第二次近月制动，速度进
一步降低，卫星进入３．５小时轨道，并在这个轨道上运行７圈。

１１月 ７日前后，嫦娥一号卫星进行第三次近月制动，进入
１２７分钟月球极月轨道。这是卫星绕月飞行的工作轨道。这个轨
道为圆形，离月球表面２００千米。

这时的嫦娥一号卫星，将向地面传回经过公众投票选出的

３０首歌曲。

关节点八： 探测

建立月球工作轨道后，嫦娥一号卫星携带的“８种武器”将
开始大显身手，为完成４大科学目标展开紧张而忙碌的工作。

如果不出意外，卫星所携带的 ＣＣＤ立体相机在 １１月下旬
就可以传回第一张月球照片，这是绕月成功的重要标志。

干涉成像光谱仪、激光高度计、ＣＣＤ立体相机将共同完成
第一个科学目标，即获取月球表面三维立体影像；γ射线谱仪、
Ｘ射线谱仪将携手对月球表面有用元素及物质类型的含量和
分布进行辨析。

关节点九： 传输

按照科学家的通俗说法，这次为“嫦娥”买的是“单程票”。

那么，一去不复返的嫦娥一号卫星，如何从 ３８万千米外将探测
数据传回地球？

嫦娥一号卫星携带的传输天线有两部：一部是定向天线，

方向始终对着地球上的接收天线；一部是全向天线，也就是没

有固定方向的天线。

巨大的空间衰减、时间延迟，使得地面接收月球探测数据

的技术难度大大增加。地面应用系统为此专门建造了两座被称

为射电望远镜的大口径天线：一座在北京密云，天线口径达 ５０
米；一座在云南昆明，口径达４０米。

两座大口径天线像一双巨大的眼睛，时刻注视着嫦娥一号

卫星的一举一动，把卫星传输来的信息全部收集起来。

关节点十： 研究

嫦娥一号卫星历经千难万险获得的数据十分珍贵。传到地

面的数据将被送到设在北京的地面应用系统总部，进行预处

理。完成预处理的数据，将由地面应用系统组织更多的科学家

和技术人员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和处理，得出最新的研究成果或

科学发现。

国家航天局宣布，嫦娥一号卫星获得的许多数据将完全公

开，供全世界科学家研究分享。土生土长的中国“嫦娥”，将为人

类的航天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 （新华社西昌１０月２４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