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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7日凌晨3时许，“嫦娥一号”卫星遭遇了今年的第二次月食，由于种种原因，这是一次严峻的

考验。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严密监视和精确控制下，缩短了卫星处于阴影区时间，并让卫星进入

阴影区前暂时“冬眠”，助“嫦娥一号”卫星顺利通过月食考验。目前，卫星重新处于对月定向正飞姿

态，星上各项设备工况正常。 

 

17日凌晨3时21分，“嫦娥一号”卫星进入月球阴影区。在此4个小时前，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对

卫星进行了一连串的控制，以完成进入月食前的相应状态设置。卫星进入阴影区同时，按照预设程序自

行关闭遥测系统，进入了“静默”状态，地面暂时失去卫星信号。约3个小时后，“嫦娥一号”卫星顺

利走出阴影区，重见太阳光明。30分钟后，北京中心陆续发送指令开启卫星遥测系统，通过卫星下传的

遥测数据判断，卫星工况正常，这表明卫星已安然度过月食考验。 

 

今夏“嫦娥一号”卫星遇到的这次月食是月偏食，与今年2月18日发生的月全食相比，虽然地球阴

影造成的月食时间有所缩短，但由于本次卫星运行轨道的特殊性，使卫星处于月球阴影时间较长，导致

月食期间卫星处于阴影区持续时间更长。这对于已运行了将近一年，设备性能有所衰减的“嫦娥一号”

卫星来说是个严峻的考验。 

 

安然度过月食，缩短时间是关键。该中心飞行管理室主任刘俊泽介绍，针对这一情况，北京中心根

据月食发生时刻，提前进行了轨道分析，研究确定了最优控制策略，并于7月29日实施了轨道控制，通

过调整轨道的相位，确保卫星在8月17日月食发生时在轨道上处于最佳位置，从而将“嫦娥一号”卫星

在月球和地球阴影区的时间缩减到最短。刘俊泽介绍说，如果不预先实施这次轨道控制，卫星进入阴影

区时间将长达220分钟，这一时间已超出了卫星供电能力的极限，后果不堪设想。北京中心实施控制

后，将时间缩减了52分钟。 

 

谈及暂时“冬眠”保“体能”，刘俊泽说，与上次月食控制相同，为了节约卫星能源，北京中心对

卫星实施的另一个控制是在卫星进入地球阴影区之前逐步关闭星上的“非必需”设备。他形象地比喻

说：“就像进入‘冬眠’状态，只保证大脑和心脏运行。而卫星一旦走出月食环境，便会逐步打开星上

设备，恢复各项设备运行。” 

 

“嫦娥一号”卫星顺利通过第二次月食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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