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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嫦娥二号”卫星10月1日晚从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后，预计将于6日上午进行首次近月制

动，使卫星进入绕月周期约为12小时的椭圆轨道。这是“嫦娥二号”卫星能否与月球交会的关键。 

 

“嫦娥二号”再度取消中途修正 

 

由于“嫦娥二号”卫星首次中途轨道修正满足入轨精度要求，原计划需进行的中途轨道修正5日再

次取消。 

 

按照原定飞行控制计划，嫦娥二号在长达100多小时的奔月途中，将安排大概3次中途修正，以确保

卫星精确飞向月球。 

 

在10月2日的中途修正中，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采用针对嫦娥二号任务自主研制的姿控扰动补偿

模型，对轨道进行了精密计算、反复复核，成功实施了首次轨道中途修正。从对修正后的轨道测量计算

结果分析来看，控制非常精准，满足卫星到达近月制动点的精度要求。 

 

原计划进行的3次中途修正，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仅用一次修正就达到了预期目标，这标志着该

中心轨道测定及控制技术达到精确水平。同时也标志着中国的航天测量精度有了新提高。 

 

嫦娥二号任务测控通信指挥部指挥长、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主任朱民才5日介绍说，接连取消中

途轨道修正，将为嫦娥二号卫星节约部分燃料，为卫星在环月轨道开展绕月探测工作提供更多动力支

持。 

 

传回首批1.6G科学数据 

 

“嫦娥二号”卫星5日早上发回第一批数据。截至5日7时，首批科学数据接收完毕，容量在1.6G。 

 

据报道，首批科学数据主要是太阳高能粒子探测器、太阳风离子探测器和γ射线谱仪获得的空间环

境数据。 

 

探月工程二期副总设计师孙辉先表示，从现在的数据来看，数据格式是正确的，数据是可用的。从

探测仪器探测的结果来看，结果的趋势是符合预期的。孙辉先表示还将对后边的数据进行进一步分析。 

 

据了解，嫦娥二号上已开机的三台科学仪器目前已探测到大量数据，在接下来的几天将会继续进行

分批下传。 

 

“嫦娥二号”卫星是中国自主研制的第2颗月球探测卫星，也是中国探月工程二期的技术先导星。

其较“嫦娥一号”卫星进行了多项技术改进，将为中国探月工程后续任务验证直接地月转移发射、近月

100公里制动、环月轨道机动与定轨、X频段测控、高精度对月成像及监视相机X频段深空应答机等多项

关键技术，并积累工程经验。 

 

“嫦娥二号”卫星共搭载7种探测设备，包括CCD立体相机、激光高度计、γ射线谱仪、X射线谱仪、

微波探测仪、太阳高能粒子探测器和太阳风离子探测器，有效载荷总重约140公斤。 

 

“嫦娥二号”奔月飞行约112小时。当卫星到达月球附近特定位置时，实施第一次近月制动，进入

近月点100公里、周期12小时的月球椭圆轨道。再经过两次近月点制动，进入高度100公里的极月圆轨

道。在完成在轨测试和技术验证后，“嫦娥二号”卫星将进入100公里×15公里绕月椭圆轨道，拍摄

“嫦娥三号”月球虹湾预选着陆区图像，并验证快速测定轨等相关技术。1-2天后，卫星返回100公里轨

“嫦娥二号”卫星10月6日进行首次近月制动



  

道，开展科学探测任务。 

 

相关专题：“嫦娥二号”探月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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