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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览神州大地，距离月亮最近的地
方是哪里？

从诗词里，你可能会由诗人李白的
那句“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想到天
山；从地理课上，你可能会由离天最近的
地球“第三极”想到喜马拉雅山……但
在今天，你一定不要忽视位于祖国西南
坐落着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大凉山。

从 2007 年起，我国嫦娥一号、嫦娥
二号卫星和嫦娥三号探测器陆续从这
里启程，奔月、绕月、落月，将望月千年
的中国与月亮的距离越拉越近。西昌
这座小城，自古因月光皎洁而获得的
“月城”美誉，也由此有了另一重含义。

此刻，群山环抱中的西昌发射场，
长征三号乙火箭静静矗立在 2号塔架。
探照灯照射之下，乳白色的箭体泛着微
光，辉映着天空的月华。只待一声口
令，它就将拔地而起，托举嫦娥四号探
测器启程奔月……

此刻，高原“月亮城”里，嫦娥奔月
剧集“第四季”的序幕正徐徐开启。

探月剧——

季季都有不同，集集都很精彩

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预测
2018年全球科技大事件，实现世界首次
在月球背面软着陆的嫦娥四号任务“榜
上有名”。在网友们眼中，这也是今年
中国航天年度收官大戏。

对于中国航天来说，这不是探月大
戏首次上演——

2007 年 10 月 24 日，嫦娥一号作为
我国首颗探月卫星直赴苍穹，成功实现
“绕月”、受控撞月，迈出了我国深空探
测的第一步。

2010年 10月 1日，嫦娥二号再探月
宫，获得了世界首幅分辨率为 7米的全
月图。

2013年 12月 2日，嫦娥三号披挂出
征，翩翩落月，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
实现月面软着陆和月面巡视探测的国家。

2014 年 10 月 24 日，探月工程三期
再入返回飞行试验器成功发射，为嫦娥
五号肩负的月球采样、返回地球的任务
进行了技术验证。

2018年 5月 21日，嫦娥四号任务中
继星“鹊桥”发射升空，奔赴地月L2点，为
嫦娥四号搭建起信息联通的“天桥”……

一部探月剧集，季季都有不同，集
集都很精彩。但每一集的第一幕场景，
都是同一个坐标——大凉山·西昌卫星
发射中心。

2007 年从西北工业大学毕业后就
到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工作的张滢，幸运
地“追”上了所有的探月剧。在这个“85
后”姑娘心中，“对发射场系统而言，每
场航天大戏的精彩，其实在按下点火按
钮之前就早已铺展开。”

嫦娥一号发射前，一座专为探月工
程而铸建的发射塔架拔地而起。当时，
施工团队仅用了一年零 17天，创造了世
界航天发射塔建设史上的“中国奇迹”。

嫦娥二号发射前，发射中心各大系
统提前 3个月就进行任务准备，加强产
品质量和技术测试，突破火箭直接将卫
星发射至地月转移轨道的发射技术，嫦
娥二号奔月之路走得更加轻快。

嫦娥三号发射前，发射中心测发系
统完成光纤中继系统适应性改造等 7项
升级，并首次采用双激光惯组加卫星导
航修正复合制导方式确保火箭入轨精
度。最终，嫦娥三号的入轨精度比嫦娥
二号提高了3倍多……

精彩的前奏，铺垫每一季探月大
剧；精彩的前奏，每一分都得来不易。
“火箭和卫星状态稳定，一切就只

看气象。”今年，作为气象保障组组长的
张滢已连续为 15次发射任务提供精准
气象保障。这一年，她有 200多天都是

在山沟里的发射场度过的。
此次嫦娥四号发射正值冬季，海拔

8000米到12000米之间的高空风将成为影
响发射的重要因素。如何“巧借东风”？发
射前夕，张滢和团队面临现实考验。

不只是张滢。直到发射前最后一
刻，发射场系统的其他若干个团队也都
因嫦娥四号任务的新难度、新特点，在
迎战不同的考验，成就嫦娥奔月“第四
季”新的精彩。

探月人——

没有谁是配角，人人都是主演

第 13 次 担任发射系统“01 指 挥
员”，38岁的陈政依然感觉“压力山大”。
“这是一场‘机不可失’的发射。”西

昌卫星发射中心计划部副主任李本琪
深知此次嫦娥四号发射的难度：只有 2
个发射日 4个窄窗口，窗口最长 4分钟、
最短 1 分钟，两个窗口间隔不到 50 分
钟，一旦错过，只能等到明年。

陈政担任的“01指挥员”，相当于整
个发射系统的大管家，负责协调整个发
射任务流程和进程控制，任何疏忽和失
误都可能使发射错过稍纵即逝的窗口。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陈政就是这一
幕探月大戏的绝对主演。“航天发射是万
人同操一杆枪，这里没有谁是配角，人人
都是可能影响成败的主演。”陈政说。

类似的话，发测站高级工程师鄢利
清也说过。鄢利清作为“01指挥员”，先
后指挥 26次发射任务，次次成功。有人
说他是“福将”，但他说：“成功的奥妙，
在于我身后有一个坚定航天报国志向、
坚定航天强国信念的强大团队。”

年轻的“金手指”何龙就是这团队中
的一员。此次嫦娥四号发射，何龙的任务
是按下发射按钮，点燃引擎，放飞火箭。

这个按钮不好按。何龙的工位前

有 3块屏幕，屏幕上有 200 多个闪烁的
状态灯。每盏灯什么时候亮、什么时候
灭、什么时候一秒闪一次、什么时候两
秒闪一次他都必须烂熟于心——任何
一盏灯的状态异常都可能影响他准时
按下发射按钮。

每盏状态灯的另一端，都连着测发
系统的一个分系统或是操作岗位。在
那些岗位上，所有的操作手都要跟何龙
一样打起十二分精神，确保自己的工作
万无一失。

从嫦娥一号开始，历次探月发射任
务中，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一直保持着
“零窗口”的发射纪录。

所谓“零窗口”，是指在预先计算好
的发射时间，分秒不差地将火箭点火升
空，不允许有任何延误与变更。
“零窗口”意义重大。以嫦娥一号

为例，“零窗口”发射使卫星节省了 120
公斤燃料，延长了4个月工作寿命。
“零窗口”实现不易。航天发射需

要多个系统、若干个子系统团结协作，
任何一个操作手出现纰漏都可能使整
个发射错过最佳发射窗口。“零窗口”的
背后，是整个团队对零失误、零差错、零
故障、零缺陷、零遗漏的执着追求。
“‘01 指 挥 员’为什么要被冠以

‘01’？”采访中，记者向发射中心许多人
问起这个问题，得到的答案不一。
“也许，是因为要很多人默默做到没

有任何差错的‘0’，才能实现整个发射一
举成功的‘1’吧……”有人这样回答。

探月梦——

剧集永不停更，明天值得期待

冬日的海南，温暖如夏。打开手
机，看到嫦娥四号任务完成火箭燃料加
注即将发射的消息，身处海南文昌航天
发射场的胡旭东心头一热。

据此前新华社消息，未来，嫦娥五
号将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

这意味着，嫦娥四号成功发射，完
成探月工程“绕、落、回”三步走战略中
的第二步目标后，开启探月工程三期梦
想的“接力棒”将从西昌交到文昌。

这也意味着，大凉山“山沟里飞出
嫦娥”的故事可能将暂时告一段落，“嫦
娥飞天、海上追月”的新传奇将在天涯
海角全新演绎。

从西昌到文昌，远隔山河江海。两
地纬度相差 10 度，直线距离超过 1200
公里。2012年，胡旭东第一次从西昌来
到文昌，一路上坐飞机、赶火车，就花了
将近40个小时。

从西昌到文昌，其实也并不遥远。
在海边打造新的“探月港”的航天人，大
多都是来自大凉山深处发射场的“沟里
人”，一次次成功托举嫦娥飞天的精神
在他们身上一脉相传。

自 2009年开工建设以来，文昌航天
发射场已建成两个现代化发射工位，完
成了长征七号、长征五号火箭首飞和天
舟一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李本琪介
绍说，下一步，文昌航天发射场重型火
箭发射配套设施将更加完善。

此刻，当西昌航天人即将放飞“嫦
娥四姑娘”时，胡旭东和同事正在文昌
积极准备我国新一代大推力火箭长征
五号的下一次发射，为我国走向更远太
空的深空探测梦摆渡“梦之舟”。

从西昌到文昌，见证西昌卫星发射
中心发射能力的拓展，也见证中国航天
整体能力的跨越。

从西昌到文昌，未来将上演探月梦
想接力赛，也将迎来发射大吨位空间
站、货运飞船、大质量极轨卫星等中国
航天重大任务“好戏连台”。

从西昌到文昌，并不遥远的明天，
绝对值得期待……

（本报西昌12月8日电）

月亮城：嫦娥奔月“第四季”拉开序幕
■本报记者 王天益 邹维荣 通讯员 王玉磊

月亮，离我们很远——距离地球约

38万公里之遥。

月亮，离我们又很近——转眼间，“嫦

娥奔月”这部太空大片迎来“第四季”。

49年前，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登

陆月球的一小步，迈出了人类探索太空的

一大步。49年后，中国航天人将创造一个

新的航天史。嫦娥四号将代表人类首次

登陆月球背面，探访月亮上最神秘地带。

瞩望此行，嫦娥四号意义非凡——

过去的60年内，人类已经发射了100多

个月球探测器，其中有65个登陆月球表

面，但仅有不载人的环绕月球轨道器和

载人的阿波罗号看到过月球背面。

奔月之路，考验重重。但回望来路，再

不平的路我们也“踏平坎坷成大道”——

从2007年到2013年，在“嫦娥奔月”

的前三季，中国探月工程实现了“三级

跳”：嫦娥一号实现从无到有历史性突

破，标志着中国航天正式迈入深空探测

新时代；嫦娥二号创造多项“世界第一”，

开启中国航天器飞行距离最远的一次

“太空长征”；嫦娥三号实现中国航天器

首次地外天体软着陆，完成“绕、落、回”

三步走战略中的第二步……

倘若将时间轴进一步向前推移，我

们还会发现，为了近距离凝视那个曾经

无数次在传说中描绘、无数次在唐诗宋

词里吟诵的月亮，中国人奔向梦想的步

伐有多坚定、行程有多紧凑——

从绕月探测工程立项开始到嫦娥一号

卫星飞天，中国科技人员用了3年9个月13

天；从《中国的航天》白皮书首次披露探月设

想至嫦娥一号迈入月境，中国用了6年11个

月；从第一颗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上天到第

一颗月球卫星绕月，中国人用了37年……

在星辰间扬帆，走到人类未曾到达的

地方——这是科学的力量、进步的阶梯、

文明的标尺。正因为分秒必争、奋起直

追，作为后来者的中国航天人才能一次次

证明这种力量、攀登这些阶梯，并最终在

人类文明的标尺上印上属于我们的刻度。

从“嫦娥”到“北斗”，从“神舟”到“天

舟”……在这个曾经创造了长征奇迹的

国度，一枚枚以“长征”命名的火箭，不断

加载着一个古老民族的飞天梦想，在太

空演绎着新的“长征”传奇。

如果把中国航天比作一个超级计算

机，过去这些年来，每刷新一次，无论是

软件还是硬件，都会有新的升级和发

现。每刷新一次，都会发现，它的运转速

度都在不可思议地加快。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改

革开放40年积蓄的丰厚养分、新时代全

面深化改革带来的澎湃动能，为中国航

天一次次刷新梦想提供着千载难逢的时

间窗口和充沛能量。

“很难说什么是不可能的，因为过去

的梦想既是今天的希望，又是明天的现

实。”一位科学家 100年前说过的这句

话，今天或许可以看作是对中国航天事

业最好的诠释。

一个月前，在广东珠海举行的第十

二届中国航展上，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首

次携新一代运载火箭家族集体亮相。其

中，首次亮相的长征九号运载火箭格外

引人注目。这枚重型火箭可以满足未来

较长时期国内深空探测、载人月球探测

等国家重大科技活动的任务需求，确保

我国运载火箭技术在2030年前迈入世

界一流梯队。

这，意味着我们的目光可以投向更遥远

的星体，意味着我们飞天的脚步将越来越快。

今天，站在新时代的门槛上眺望，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从未如此之

近。中华民族的飞天梦想从未如此之近。

梦想，
越来越近

■王通化

2007年10月24日18时05分00秒，大凉山深处的西昌卫星

发射中心，长征三号甲运载火箭将我国首颗深空探测器——嫦娥

一号发射升空。

嫦娥一号迈出了探月工程三步走中“绕”的第一步，共肩负四大

科学目标：获取月球表面三维立体影像、分析月球表面有用元素含量

和物质类型的分布特点、探测月壤厚度、探测地球至月亮的空间环境。

2007年11月26日9时40分许，中国首次月球探测工程第

一幅月面图像正式发布。

嫦娥一号卫星首次绕月探测的圆满成功，树立了中国航天的第

三个里程碑，突破并掌握一大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关

键技术，使我国成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具有深空探测能力的国家。

中国人的首次深空之旅
2010年10月1日18时59分57秒，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科

技人员的稳健操作下，作为“探月二期工程先导星”的嫦娥二号

再次实现“零窗口发射”。

在此次任务中，中国航天人使用长征三号丙火箭，首次使

用直接地月转移轨道发射技术，相比嫦娥一号，节省了7天的入

轨时间，实现高可靠零窗口发射，节省了大量燃料。

这次任务首次实现100公里月球轨道捕获和近月点15公

里的低轨绕月探测，得到了图像分辨率1.3米的虹湾局部三维

影像图，为嫦娥三号着陆找好了“落脚点”。嫦娥二号获取了

世界上首张7米分辨率100%覆盖的全月图，并首次实现人类

探测器从月球轨道飞向日地拉格朗日L2点开展科学探测。

首次实现探测器从月球轨道飞向日地L2点
2013年12月2日，中国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嫦娥三号。

这是我国探月工程二期中的首发先锋，同时也是我国第一个在

地外天体软着陆的无人探测器。

嫦娥三号探测器由月球软着陆探测器和月面巡视探

测器（玉兔号月球车）组成，于 12月 14日成功软着陆于

月球雨海西北部，15日完成着陆器与巡视器分离，并陆续

开展了“观天、看地、测月”的科学探测和其他预定任务。

直到2016年8月4日，嫦娥三号才正式停止工作。超期服

役19个月的嫦娥三号创造了全世界航天器在月工作最长纪录，

其拍摄的人类时隔40多年首获最清晰月面照片及数据已向全

球免费开放共享。 （资料整理：陈朴、程锡南、薛子康）

五星红旗首次出现在月球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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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太空

AR看探月，精彩享不停。解放军报、中国

军网首次运用AR技术，开启您全新的“探月之

旅”。您只需打开最新版解放军报手机客户

端，点击左上角AR图标，扫描版面带有AR标记

的图文，即可通过AR独特的视角，查看视频、动

画演示或更多相关报道。小编友情提示：没有

解放军报手机客户端的伙伴们，可以扫一扫下

面的二维码进行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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