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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中国航天将延续“超级模式’’
不少人将发射次数高、重大任务多的2019年称为“中国航天超级2019”。而即将到来的2020年，中国航天将进一

步延续“超级模式”。都有哪些大事呢?2019年11月，国家航天局首次公开了我国火星探测任务。根据计划，我国将在

明年择机发射火星探测器，开展火星全球性和综合性探测。而中国火星探测任务飞控团队日前也首次亮相。简单地说，他

们就像是火星探测器的引路人。火星探测器发射后，将在这个团队的帮助下到达火星，完成“绕、落、巡”一系列任务。

根据天体运行的规律，人类探测火星的窗口(也就是探测器发射的最佳时间)每隔26个月才有一次机会，所以我国

的首次火星探测任务计划在2020年择机实施。按照规划，火星探测器发射后，大概需要经过200天左右的飞行，才能

最终到达火星。而这半年多的时间里，飞控团队将一直陪伴着、守护着，直到探测器顺利平安地到达火星。

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火星探测任务总师崔晓峰表示，简单来讲就是在飞行器飞向火星的过程当中，对飞行器进行

控制。控制它的飞行方向，使其能够顺利、准确地朝着火星飞行过去，进而到达火星的引力场。被火星捕获以后，它将

成为环绕火星的一个飞行器。然后才有条件在适当的时机经过再次精准控制，使其能够准确降落在火星上预定的降落区

域。

想要一次性成功到达远在几千万公里外的火星，飞控团队不仅要给探测器规划一条最为科学的路线，还要保证它时

刻按照规划路线前进。一旦偏离轨道，可能会影响整个任务的最终结果。

崔晓峰指出，由于火星距离特别遥远，届时信号延迟非常大，另外信号的量也非常少。在这种情况下，对它进行控

制，就要采取一系列不同于以往任务的措施和技术，使其能够在火星表面上完成既定工作，同时还要保证巡视器的安全。

火星探测任务完成着陆器悬停避障试验

在首次公布我国火星探测任务的同时，国家航天局还公布了着陆器悬停避障试验。探测器的安全着陆被认为是火星

探测任务最艰巨的挑战之一。这个着陆器悬停避障试验的成功也标志着我国向火星探测迈进了一大步。

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总设计师张荣桥表示，探测器发射之后大约需要经过7个月左右的飞行抵达火星，最后在火

星降落只有7 min的时间，因此这是最困难且挑战最大的环节。

着陆器悬停避障试验在亚洲最大的地外天体着陆综合试验场进行。不同于地球环境，火星上的重力加速度大概是地

球的三分之一，所以为了能够模拟接近于火星的真实试验环境，专门建了一套试验设施来进行这次试验。它主要由3个

部分组成：塔架结构、随动系统以及地面的火星表面模拟区域。其中，6组钢结构的塔柱联结成一个柱形的钢铁结构。这

个塔柱高140 m，形成内圈直径120 m。这个空间足以满足我们模拟火星降落过程所需要的空间。

我国探月工程“三步走”

除了火星探测任务，还有嫦娥五号的探月。我国探月工程分为绕、落、回三步。第一步“绕月”的顺利完成是在2007

年，我国第一颗月球探测卫星——嫦娥一号发射升空，13天后进入月球环绕轨道展开科学探测。2010年10月，嫦娥二

号成功发射，正式进入“落月”阶段。2013年12月，嫦娥三号的成功落月，实现了中国航天器首次地外天体软着陆。

我国计划明年发射嫦娥五号

2019年1月，嫦娥四号成功登陆月球背面，首次实现月球背面软着陆。而明年要执行的，就是我国探月工程三期

的收官任务。

我国计划在明年发射嫦娥五号，执行月面采样返回任务，这也是我国探月工程三期的收官任务。在嫦娥五号探测器

到达月球表面之后，飞控团队将指挥探测器完成取样工作。

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嫦娥四号长管团队副总师于天一表示，通过嫦娥五号探测器来完成对月壤进行钻取以及对月

球表面的月壤和石块进行采样的过程，那么将近在几十个小时的时间内采集足够的样品并把它带回来。

中国航天未来怎么走?将实施更多重大项目

除了火星探测和月球采样返回任务之外，明年我国还计划进行北斗导航卫星全球系统、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以及

低轨移动互联网星座等一系列航天任务。

展望未来，我国还有更多的太空探索行动。比如，将在2030年前后实施的“觅音计划”，用于对太阳系外是否有适

宜人类居住的行星进行探测。此外，预计到2030年，我国将实施重型运载火箭、下一代空间基础设施、火星和小行星取

样返回等重大工程项目。再往后，到2045年，我国将建立功能完备、长期运行的月球科研站，进行太阳系边际探测，拥

有组合动力重复使用运载器，并具备载人登陆火星的能力。

随着一系列重大工程项目的实施以及更多太空探索规划与目标的实现，越来越多科幻小说中的情节将可能成为现

实。我们也期待，中国航天在太空探索的道路上越探越远、越来越强，“超级模式”持续延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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