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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24日，我国探月工程三期再入返回飞行试验器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由长征三号丙运载火箭发射

升空。新华社记者 江宏景 摄 

新华网西昌１０月２４日电（记者余晓洁、杨维汉）北京时间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２４日０２时００

分，我国自行研制的探月工程三期再入返回飞行试验器，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丙运载火箭发

射升空，准确进入近地点高度为２０９公里、远地点高度４１．３万公里的地月转移轨道。我国探月工

程首次实施的再入返回飞行试验首战告捷。 

此次任务是我国探月工程三期一次重要的验证飞行试验，主要目的是突破和掌握探月航天器再入返

回的关键技术，为嫦娥五号任务提供技术支持。试验任务由飞行试验器、运载火箭、发射场、测控与回

收四大系统组成。 

探月工程由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牵头组织实施。飞行试验器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空间技术研究

院研制，由服务舱和返回器两部分组成，服务舱以嫦娥二号卫星平台为基础研制，具备留轨开展科研试

验功能；返回器为新研产品，具备返回着陆功能。用于发射任务的长征三号丙运载火箭由中国航天科技

集团公司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为主研制，在以往基础上进行了多项技术改进，进一步提高了可靠性和安

全性。 

探月工程三期再入返回飞行试验器发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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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评论只代表网友个人观点，不代表科学网观点。  

根据计划，飞行试验器飞行过程约８天，在经历地月转移、月球近旁转向、月地转移、再入返回、

着陆回收等五个阶段后，返回我国内蒙古中部地区。任务实施期间，我国“远望”号测量船队、国内外

陆基测控站，以及北京飞行控制中心和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共同组成航天测控通信网，为任务提供持续

跟踪、测量与控制。 

本次任务还搭载发射了一颗卢森堡４Ｍ小卫星，主要用于验证卫星长效电池工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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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的探月工程任务的艰巨性，技术的渐进性，不禁联想起半个世纪前的“美国载人登月”。 

当年，美国到月亮访问，来来回回，像到隔壁家串门一样，如履平地。 

但是奇怪的是：对于如此巨大的“科技飞跃”，却没有几张照片。 

登月舱，在月球表面发射升空的照片——才是最重要的照片，它代表了无与伦比的科技成就。但是，显然没有这

样的照片！连PS出来的都没有！ 

在月球表面发射升空——发射火箭是怎么运过去的？用的什么燃料？它是怎样在月球表面与登月舱一起，在月球

表面软着陆的？ 

可知道火箭软着陆的技术难度？ 

如果NASA早就掌握了载人火箭的软着陆技术，为什么还要使用不成熟的航天飞机的滑行着陆技术，一而再的爆

炸，使12名优秀的宇航员粉身碎骨？ 

NASA 为什么要这么干？ 

答案是两个： 

1、NASA 涉嫌-谋-杀； 

2、50年前，NASA 根本就没有掌握“载人火箭在月球表面软着陆技术”——即使今天，都没有掌握！ 

2014/10/24 21:42:40 backfire92 

若非最后险些超出北航规定的博士生最长时限的要求，而被康锐教授急忙召回学校赶写博士毕业论文，则根本无

法正常毕业，且最后的博士论文是在最后康锐教授安排的两名年轻有为的讲师的“帮助”下才草草用几个月完成

的。且对于学位授予乃至是各类奖项的审评，均为其自己家族的人员及其自己阵营的人开各种绿灯，诸如破例将

自己过去的一名硕士，毕业后在外打拼多年未果，重返可靠性学院后，康锐教授令其短期内获取博士学位、评为

学院副书记、副教授、教授等各种破格提拨，其中，该名现已为副书记的人员曾于2012年在对一架歼7飞机做可

靠性技术鉴定时，未按照正常程序流程出具鉴定报告（即非正规流程），而导致那架歼7飞机不久后坠毁，并上

了当时的新闻；且仅仅因为老乡的缘故，将一名自己过去的老乡，只是会吹嘘拍马的、没有学籍的学生招入北航

可靠性学院，并获取硕士学位，并推荐工作至中科院长春某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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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可靠性与系统工程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学位委员会主席、总师、总装备部可靠性技术组组

长、973技术首席专家，探月工程二期可靠性专家组专家康锐教授，常年依仗其自身所从事的行业的特殊性（国

防军工），且因可靠性是美国国防部成立，且在中国北航可靠性是中国可靠性的鼻祖，且只有北航一家有的原

因，而受到国家保护，康锐教授依仗其自身的天然优势（因涉及国防军工而进入美国政府黑名单），长期以来涉

及各类违纪事件颇多，诸如：1.长期利用职务之便，将其自身家族内各种亲戚招入北航可靠性学院，且以低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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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进入，并获得诸如博士，硕士的学位，如其侄子、外甥女、内弟等，其中，其侄子博士生在其名下读了8

年，且绝大多数时间是在外面康锐入股的公司（运通公司）实习，在这期间，康锐教授的博士既享受国家、北航

按照规定每月给博士生开的一份工资补助，同时也领取外面实习公司对其开发的一份补助，且康锐教授的博士连

硕士毕业应满足的最基本的要求都不能达到（连最基本的矩阵方程都不会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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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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