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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岛全媒体记者 王丽平

返回器着陆回收是此次嫦娥五号
任务的冲刺一棒，也是任务全胜的关
键。为确保任务成功，位于青岛的中国
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二十二研究所
（下称“中国电科22所”）研制了十余
套机载/车载搜索定向产品，成功保障
了此次返回器搜索回收任务圆满完
成。
“此次任务圆满完成，我们感到很
自豪。”中国电科22所高级工程师宋
磊是此次着陆航天器搜索回收项目负
责人。12月17日下午，记者联系宋磊
时他刚刚从内蒙古回到青岛。“我
们所研制了十余套机载/车载搜

索定向产品，设备具备全天时、全天候
工作的特点，能够实现对返回器从出
“黑障”到着陆全程的跟踪定位，是返
回器的核心搜索定位装备。”宋磊介
绍，尤其是此次任务在夜间实施，光学
等其他跟踪手段的作用受限，定向仪
的作用更加凸显。
为此，宋磊和他的团队在草原上连

续奋战了三十余天，配合需求构建了天
地协同、网格化、智能化的搜索网络，先
后实施了设备加复装、天地信标对接
演练、模拟搜索综合演练等任务环节，
确保对着陆返回器确保参试设备以最
佳技术状态第一时间锁定目标。
“我们提前知道是会在夜间返回，
并且是在12月份，天气会比较寒冷。”

宋磊说，所以针对任务时出现的极端
严寒天气条件，他和技术团队在设备
研制过程中备足预案，重点加强了设
备抗低温等环境适应性设计及可靠性
设计，所研制的产品经受住了任务时
机舱外超低温度的严酷考验。
宋磊说当顺利找到返回器时，现

场所有人都很激动。对于此次顺利完
成任务他们其实很有信心，上世纪90
年代初，中国电科22所成立专门技术
团队，参与国家载人航天、探月工程等
重大科技工程，为着陆航天器搜索定
位提供科技支撑。此次嫦娥五号着陆
航天器搜索定位任务是他们众多航天
器搜索任务中的一项，也为他们在该
领域的征程中又增加了光鲜的一笔。

幕后“五姑娘”落在哪，“青岛眼”找到她

嫦五回家，
载人登月还远吗？
我国探月工程“绕、落、回”完美收官，下一站到火星挖土

在拿到月球样品这份“太空快
递”之后，我们会如何处理？中国国
家航天局探月与航天工程中心副主
任、探月工程三期副总设计师、嫦娥
五号任务新闻发言人裴照宇在接受
中新社专访时，进行了权威解读。
裴照宇表示：首先要解封，样品

容器是在真空状态下进行封装的，
进入地球之后，要在地球的环境下
操作，不同于一般的罐子开封。解封
之后要对样品进行分样，进行基本特
性、物理化学特性测试。然后要进行
样品登记，给每一份样品建立档案。
从科学研究的角度，我们将制定一个
样品管理办法，对样品如何管理，如
何分配使用，会做出具体规定。样品
是科学研究重要的基础物质，一方面
我们会组织国内科学家对样品进行
研究，同时管理办法中也提出积极
开展样品研究的国际合作，我们也
欢迎国外科学家来开展样品研究。
针对月球样品会分为两份的报

道，裴照宇表示：当时在论证探月工
程三期的总体方案时，考虑到月球
样品非常珍贵，应该有一个稳妥的
方式来确保样品安全。所以就想到，
一个地方在北京，因为这是地面应用
系统所在地，负责样品的处理、保存、
管理等工作。还有一个地方，它要起
到异地容灾备份的作用，从这个角
度说，要选择地质条件比较好的地
方，(大家)认为湖南适合。 中新

■链接
嫦五“太空快递”
之后将如何处置？

12月17日凌晨，嫦娥五号返回
器携带月球样品，采用半弹道跳跃方
式再入返回，在内蒙古四子王旗预定
区域安全着陆。历经23天，嫦娥五号
闯过地月转移、近月制动、环月飞行、
月面着陆、自动采样、月面起飞、月轨
交会对接、再入返回等多个难关，成
功携带月球样品返回地球，完成了这
次意义非凡的太空之旅。当天，国新
办举行探月工程嫦娥五号任务有关
情况发布会，就未来载人登月等热点
话题进行了回应。

嫦五创造五项首次
探月工程六战六捷
国家航天局副局长、探月工程副

总指挥吴艳华在会上介绍，嫦娥五号
是我国复杂度最高、技术跨度最大的
航天系统工程，首次实现了我国地外
天体采样返回。嫦娥五号任务创造了
五项中国首次，一是在地外天体的采
样与封装，二是地外天体上的点火起
飞、精准入轨，三是月球轨道无人交
会对接和样品转移，四是携带月球样
品以近第二宇宙速度再入返回，五是
建立我国月球样品的存储、分析和研
究系统。此次任务的成功实施，是我
国航天事业发展中里程碑式的新跨
越，标志着我国具备了地月往返能
力，实现了“绕、落、回”三步走规划完
美收官，为我国未来月球与行星探测
奠定了坚实基础。
吴艳华介绍，中国探月工程自

2004年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立项以
来，聚焦“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
发展、引领未来”的目标，“一张蓝图
绘到底”，“一条龙”攻关攻坚，“一盘
棋”协同推进，“一体化”迭代提升，实
现了“六战六捷”。

木星系探测、火星挖土
将按计划陆续实施
吴艳华介绍，在嫦娥五号任务实

施中，我国与欧空局、阿根廷、纳米比
亚、巴基斯坦等国家和国际组织开展
了测控领域协同合作。后续我国将依
据月球样品及数据管理办法，广泛征
集合作方案，鼓励国内外更多科学家
参与科学研究，力争获得更多科学成
果。
吴艳华介绍，以嫦娥五号任务圆

满成功为起点，我国探月工程四期和
行星探测工程将接续实施。目前，首
次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正在奔火
的征程；嫦娥六号、七号、八号，小行
星探测、火星取样返回、木星系探测
等工程任务也将按计划陆续实施。

近地轨道空间站建成
再规划论证载人登月
吴艳华表示，当前的任务是要完

成地球轨道空间站的建设，争取用两
年左右的时间完成。
关于未来有没有载人登月的计

划，吴艳华表示，按照目前中国初步
意向，先搞关键技术攻关，等近地轨
道的空间站建成，再规划论证是不是
要搞载人登月。吴艳华说，中国的载
人登月目的可能不同于当时美国载
人登月，当时美国和苏联搞“星球大
战”，就是以“谁先上”“上得多”作为
主要目的。中国搞载人登月，一定是
服务于科研，服务于探索未知。目前
开展的月面起飞、轨道交会对接、再
入返回等，都是未来载人返回的必要
技术。这些技术通过验证，也是为未
来载人登月打基础。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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