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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深空探测在规划这些大事
建设月球科研站，探测行星、彗星，防御小行星，探索太阳系边际⋯“在4月25日举行的2023年“中国航天日”

首届深空探测(天都)国际会议上，与会专家透露了未来中国深空探测的多项规划。

2030年有望建成月球科研站基本型

中国深空探测重大专项总设计师吴艳华在会上介绍，未来中国月球探测规划的任务包括探月工程四期、国际月球科

研站建设、鹊桥通导遥(通信、导航、遥感)星座系统等。吴艳华说，嫦娥六号探测器计划于2024年前后发射，我国有

望实现世界首次从月球背面采样返回。嫦娥七号计划2026年前后发射，将在月球南极开展环境探测和资源利用，其中

一个重点目标是要寻找水冰等物质。嫦娥八号计划2028年前后发射，将重点开展月球科研站的月面指挥通讯中枢技术

验证、远程机器人探测和资源原位利用。嫦娥七号、八号与鹊桥二号将构建月球科研站基本型。

“我国正在联合多国论证，将共同构建国际月球科研站。”吴艳华说，目前初步规划目标是2030年前后建成月球科

研站基本型，2040年前后建成完善型。此后，我国将与各国共同开展运行维护以及科学应用。

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深空探测实验室主任吴伟仁在会上介绍，国际月球科研站是中国联合多国共同建设，将在

月球表面和月球轨道长期自主运行、短期有人参与，可扩展、可维护的综合性科学实验设施。科研站由地月运输系统、

月面长期运行保障系统、月面运输与操作系统、月球科研设施系统、地面支持及应用系统五大基础设施构成，具备能源

供应、中枢控制、通信导航、天地往返、月球科考和地面支持等保障能力，可支持开展科学探测研究、资源开发利用、前

沿技术验证等多学科、多目标、大规模科学和技术活动。

同时，吴艳华透露，我国正在论证鹊桥通导遥综合系统方案，拟按照“三步走”方案，支撑我国以及合作国家的深

空探测任务目标。其中，鹊桥二号卫星将于2024年年初发射，其作为探月四期公共中继星平台，将为嫦娥四号、六号、

七号、八号任务提供中继通信服务。该任务还将搭载“天都一号’’‘‘天都二号”2颗鹊桥通导技术试验卫星，开展关键技

术验证。

天问二号计划2025年发射

目前，中国行星探测工程已批准实施天问一号、二号、三号、四号4次任务。吴艳华透露，我国计划在2025年前

后发射天问二号探测器，对近地小行星2016H03进行探测、伴飞、取样和返回，还将探测一颗新近发现的主带彗星。

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工程总设计师张荣桥近日向媒体透露，天问二号探测器已经基本完成初样研制，将于今年年中转

入正样研制阶段。2016H03小行星距离地球超4000万公里，个头很小，是国际公认具有特殊性的天体。张荣桥表示，

与火星不同，小行星上没有重力，这意味着航天器无法环绕小行星飞行，只能在茫茫宇宙中追上它，与其一起飞行，并

在伴飞的过程中进行附着，择机取样。吴艳华还透露，天问三号计划于2030年发射，实施火星取样返回；天问四号计划

2030年前后发射，主要开展对木星和木卫四的环绕探测。张荣桥表示，这两项任务难度非常大，还需要两三年时间开展

关键技术攻关。

撞击小行星任务正在论证

预防近地小行星对地球造成威胁，早已成为国际热门话题。吴艳华说，我国正在计划进行首次近地小行星防御演示

验证任务，目前论证的方案是选择一颗直径为50米左右的小行星，开展伴飞探测、动能撞击、在轨评估，力求实现撞得

准、推得动、测得出、说得清。

会上，深空探测实验室总体技术研究院研究员尤伟对中外近地小行星防御技术进展进行了介绍。尤伟说，目前人类

对小行星防御方式有很多设想，包括爆炸、引力拖车、激光烧蚀等，但具备工程实施条件的还是以动能撞击为主。基于

目前地面观测数据，大部分小行星的物理特性还无法确知。对此，尤伟表示，有必要先规划一次伴飞任务，由一颗探测

器把目标小行星的基本参数摸清，撞击器随后到达，进行撞击。撞击器的设计将基于我国前期深空探测基础，采用成熟

的平台和系统设计，关键是要配置高精度的自主导航敏感器来实施高速动能撞击，同时还要能适应多种目标特性。按照

目前的设想，此次任务将使用长征运载火箭同时把探测器和撞击器发射入轨，约6个月后择机实施一次深空机动，经过

数次轨道修正后，在发射后16个月左右实施撞击。

力争2050年前后飞抵太阳系边际

“专家正在论证太阳系边际探测任务的设想，将利用核能源为动力，争取在2050年前后能飞抵太阳系边际。”吴艳

华说。国际上目前暂时没有正在实施的太阳系边际探测任务。2020年，我国在国家航天局倡导下，组建了相关任务论证

团队，希望能通过两次任务实现对日球层较为全面的探测。我国初步规划使用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发射探测器，选择木星

借力加速可获得最佳效果。此类任务的飞行时间通常要20年至50年不等，这对探测器的长寿命设计将带来很大考验。

来源：《科技日报》 发布时间：2023年0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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