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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的内蒙古阿木古郎草原，铺开

一望无垠的如茵绿毯。阿木古郎，蒙古

语意为“平安”。如今，这片草原再次敞

开温暖的怀抱，迎接“嫦娥”平安归来。

6 月 25 日，嫦娥六号返回器完成月

球探索之旅返回地球。踏梦而行，揽月

而归。这是中国航天史上又一个历史性

时刻——世界首次月球背面采样返回任

务圆满成功。

作为这次探月“接力跑”中的最后一

棒，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搜索回收任务团

队辗转千里，日夜奋战，守护“嫦娥”顺利

回家。今天，让我们沿着嫦娥六号返回

器在太空中划出的优美弧线，聆听他们

守望“嫦娥”的奋斗故事。

气象分队

为“嫦娥”回家观云测雨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轨道器与返

回器解锁分离……”

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口令通过

电波传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嫦娥六号搜

索回收任务指挥所大厅里。一声声清脆

准确的口令，让气象分队指挥盛文杰的

内心激动而紧张。

气象条件，是制约返回任务成功与否

的重要因素之一。6月的阿木古郎草原，

天气瞬息万变，盛文杰的心一直悬着。

指挥所大屏上清晰显示着天气实况，

气温、风速、云量、能见度……在盛文杰眼

里，每一个数字都是熟悉的“老朋友”。

“数据收集越全面，预报结论越准

确。”这些天，没有人比盛文杰和同事们

更熟悉阿木古郎草原的夜色。为了获得

连续完整的资料，他见过草原月夜的每

一个时刻。

无论雨雪纷纷，还是风沙漫漫，“抬

头望天”是气象岗位人员的习惯性动作，

他们不定时站上观测台，观察云层变化，

分析云层数据。

天气之于气象工作者，就像病人之

于老中医，精准“问诊把脉”不仅需要过

硬的技术，也需要丰富的经验。盛文杰

带领团队在本地部署了气象数据库，将

近十年来收集的 700 多万条气象数据进

行整理汇总，方便预报员取用查询。

预报员潘泉接过这些宝贵的统计资

料时，心头沉甸甸的。每天早上，观察云

的形态、颜色，体验风吹在脸上的触感和

体感温度的变化，是他开始一天工作的

前奏。

“监测精密、预报精准、服务精细”是

气象人的目标。事实上，及时捕捉天气

变化以确定返回窗口，实现对着陆瞄准

点气象情况的精准研判，并不是一件轻

松的事情。

嫦娥六号返回任务气象系统主要负

责人康林告诉记者，着陆场区午后多发

对流性天气，容易出现局地大风、沙尘、

降水甚至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这些极端

天气对搜索回收任务影响较大。

一次，队员们正吃午饭时，抬头看到

南边有积雨云正在发展。等不及吃完

饭，他们便立刻返回场坪，严密监测天气

变化。

云团的移动方向、移动速度如何？

是否会一直移动到着陆场区域上空？一

切还是未知数。队员们迅速组织气象会

商，并立刻发布对流天气预警。短短十

几分钟后，着陆场区内便刮来阵风，与他

们预判完全一致！“从实践中积累经验，

是我们完成嫦娥六号任务的信心和底

气。”盛文杰说。

为了更精密、精准、精细地给嫦娥六

号“把脉”天气情况，盛文杰还带领团队

编写出一款着陆场气象实况显示小程

序。点开小程序，只见实时风向、风速、

降水、能见度等天气信息清晰呈现眼前。

迎着朝阳来、踏着月光去，是气象团

队的常态。为“嫦娥”守望风云，是一段

幸福而难忘的经历！

地面分队

为“嫦娥”回家测绘勘察

草原腹地，地面车队引导员陈国栋

走下搜索引导车，双脚坚实地踩在简易

的牧民道上，眺望四野，胸中顿时激荡起

一股热流。

这名“身经百战”的搜救老将，每一

次执行任务都像“张飞穿针”一样谨慎小

心。一个多月前，陈国栋和同事们作为

最早一批进驻四子王旗着陆场的“先行

者”，开启了嫦娥六号搜索回收任务的勘

场工作。

测绘行动路线、分析数据、绘制地形

图……顶着烈日一干就是一整天，粗糙

的皮肤、黝黑的脸庞是地面分队成员最

明显的“标识”。草原上哪里有牧房，哪

里有测风塔，哪里是断崖洼地，他们早已

烂熟于心。

闭 上 眼 睛 ，一 幅 地 面 分 队 搜 索 行

进态势图逐渐清晰浮现于陈国栋脑海

中——

此时，在阿木古郎草原四周，已经聚

集起 3 支地面分队的搜索、处置和外围

警戒力量，直指嫦娥六号归来的方向。

不久前，地面分队在大雨中独立完

成了一次搜索回收任务训练。“各车注

意，道路湿滑，减速慢行……”车载电台

向所有驾驶员通报路面实时情况。

“就像神枪手是用子弹喂出来的一

样，一名优秀的驾驶员也是靠实战训出

来的。”作为地面分队当之无愧的“头车”

驾驶员，聂世超曾带领车队用 5 天 4 夜时

间穿越巴丹吉林沙漠无人区。高难度的

驾驶训练项目，都由他打头阵、当先锋。

崎岖的牧民道在雨中分外湿滑，聂

世超感觉视距严重缩减，神经也不禁紧

绷起来。复杂天气对驾驶技术、车辆状

态、装备可靠性都提出更大的考验。

“能见度过低，注意观察附近牲畜、

铁丝网距离，保持好安全行车距离。”关

键时刻，车长陈国栋第一时间向后车通

报道路情况，编队车组立即减速行驶。

任务准备期间，地面分队先后对着

陆 区 域 进 行 10 多 次 勘 察 ，反 复 组 织 雨

天、暗夜和复杂地形驾驶训练，行驶总里

程近 4 万公里，掌握了着陆区大量一手

资料。

白天，队员们勘察结束，常常顾不上

吃饭就聚到一起，将湖泊水域、牧场进出

口、断崖、风电场、光伏电站等一系列地

面障碍物，标注在行车路线图上。等到

深夜，他们又驾车出动，锻炼抗疲劳驾驶

能力。

风雨、暗夜、沙尘，一次次从严从难

的实战训练，锤炼出地面分队的过硬本

领；荒漠、戈壁、山地、草原，航天搜救队

员们用一条条车辙印，镌刻出奋斗不息

的青春足迹。

测量分队

为“嫦娥”回家精准守望

当嫦娥六号返回器第 5 次落点预报

的口令下达后，落点景象测量分队负责

人贾鹏双眸聚焦屏幕，手中稳稳操作摇

杆跟踪。随着指挥员口令下达，他精准

地缩放画面、柔和变焦，很快，返回器乘

伞下降的图像便清晰稳定地出现在屏幕

中央。

“捕获目标！”开伞后的实况景象被

成功捕获并顺利传输至指挥大厅，连续

清晰的画面一气呵成。

这支“95 后”年轻团队，用一双双明

亮的“眼睛”，永不疲倦地描绘着“嫦娥”

的轨迹与身姿，在茫茫草原中默默守护

着返回器归航。

航天测控工作，好比在一个方形矩

阵中下围棋，每落一子都要考虑全局，只

有长期科学合理地“设棋布局”才能将整

个棋盘盘活。

在数千公里的测控走廊上，返回器

越趋近于地面，图像效果越差，这“最后

一公里”景象的获取成了测控人的一块

“心病”。

贾鹏和团队决定自主研发一套解决

该问题的落点景象观测系统。那段时

间，他们白天到返回器落点四周布设点

位，调试设备、组织训练。晚上，他们索

性住进方舱，在油机的不停轰鸣中逐句

分析底层代码，反复检索定位。

装备车内的方寸之间是他们施展拳

脚的广阔天地，无数寂静的夜晚记录下

他们拖着疲惫身体奋战的场景。终于，

他们在捕获返回器低空高清影像的难题

上获得重大突破。如今，这一技术在嫦

娥六号返回任务中再次成功应用。

为了确保任务万无一失，前期他们

多次开展模拟训练，熟练掌握了跟踪放

飞无人机的操作技能，运用 AR 技术将

模拟返回器图像映射在设备图像中，以

便操作手提前稳定跟踪。

返回器完成最后减速并保持姿态稳

定，在预定区域平稳着陆。方舱内，贾鹏

长长舒了一口气，满眼欢喜地看着这台

陪伴自己多年的装备车。“它就像是我们

最亲密的家人和朋友，陪伴我们常年机

动在祖国的大江南北。”贾鹏告诉记者，

这次任务，他们驾驶装备车跨越数千公

里，为嫦娥六号回家“铺路架梯”。

通信分队

为“嫦娥”回家畅通链路

“通报第一次落点坐标……”草原上

空搜索直升机舱内，各项调度口令此起

彼伏。

嘈杂的机舱内，通信技师李占山显

得尤为平静，有条不紊地核对信息数据、

检查设备状态。随着高密度常态化执行

航天任务，搜救队员李占山成功“跨界”，

从“活地图”转型为“通信通”。

操作手宋超是李占山一手带出来的

徒弟。“这么多年，我还没见过有啥特情

故障能难住师父呢！”宋超说，嫦娥六号

搜救回收任务前的一次训练中，某通信

设备出现数据丢失的情况，经过师父一

连串行云流水般的检修后，设备恢复正

常运转。

“看着年轻一代快速成长起来，是我

感到最欣慰的事。”李占山总是手把手耐

心指导年轻操作手学业务、练技能，宋超

就是他最得意的徒弟之一。

在嫦娥五号任务中，宋超为了获得

低温条件下精确的通信数据，在零下 20

摄氏度的雪地里，脱掉防寒手套，坚持完

成测试工作。

优秀的搜救队员必须经历千锤百

炼。为了尽快适应岗位，宋超加班加点

练索降、练跑位、练操作，不断优化操作

流程，将通信开通时间大大缩短。

从 直 升 机 升 空 开 始 ，宋 超 就 一 直

紧 绷 着 神 经 。 一 旦 通 信 链 路 中 断 ，将

严 重 影 响 嫦 娥 六 号 返 回 器 搜 索 回 收

任 务 实 施 。“ 通 信 一 通 ，一 通 百 通 ；通

信 不 通 ，万 事 皆 休 。 通 信 岗 位 的 工

作 ，不 仅 仅 是 技 术 活 儿 ，更 是 细 活

儿 。 任 何 一 个 细 节 都 可 能 影 响 全 局

成败。”宋超说。

嫦娥六号返回器主伞打开，年轻的

光学吊舱操作手徐雁鹏第一时间锁定目

标并向指挥员报告。

徐雁鹏自信地告诉记者：“这次任

务，我们新配备了定向平板、前舱引导系

统等设备，还开通了 3 种图像源，目标搜

索更加得心应手。”

4 年前，徐雁鹏首次作为操作手，参

加了嫦娥五号返回器搜索回收任务。那

次，阿木古郎草原天寒地冻，极寒天气严

重影响设备灵敏度，对目标捕获和设备

操作是一次全新考验。

徐雁鹏跟着老队员们顶风冒雪、摸

爬滚打，总结出一套排除设备故障、快速

捕获目标、平稳跟踪画面的经验方法，有

效提升了操作设备的稳定性和准确性。

一年年过去，一批批像宋超、徐雁鹏

一样的年轻操作手逐渐成长起来。

嫦娥六号返回器成功着陆，直升机

降落至返回器周边。操作手宋超迅速转

换角色，背着数十公斤重的便携站，第一

个跳出机舱，奔向百米开外的嫦娥六号

返回器。

随后，盘旋在周边的几架直升机依

次降落，现场处置队员各自就位，处置工

作有序进行。

建立警戒区、调试通信链路、测量落

点坐标……通信链路搭建完毕，返回器

落点坐标有了精确的测算结果。

看着监视屏幕上传来的画面，机舱

内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而李占山和

队员们则要从喜迎“嫦娥”的欢庆中抽

身，无缝切换到后续的工作中——转运

返回器。

经 过 53 个 昼 夜 跋 涉 ，嫦 娥 六 号 终

于带着月球背面的“土特产”完美结束

此次奔月之旅。搜索回收任务团队作

为这次接力跑的最后一棒，用智慧和汗

水弘扬探月精神，一步一个脚印迈向星

辰大海。

接 力 守 护接 力 守 护““ 嫦 娥嫦 娥 ””回 家回 家
■■李欣媛李欣媛 杨子凡杨子凡 董延荣董延荣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王凌硕王凌硕

嫦娥六号任务从发射升空到返回

着陆，任务周期 53 天，过程分为 11 个

关键阶段。

发 射 入 轨

5月 3日 17时 27分，嫦娥六号月球

探测器由长征五号遥八运载火箭从中

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

地 月 转 移

长 征 五 号 遥 八 运 载 火 箭 飞 行 约

37 分钟后，器箭分离，将嫦娥六号探

测 器 直 接 送 入 近 地 点 高 度 约 200 公

里、远地点高度约 38 万公里的预定地

月转移轨道。

近 月 制 动

5 月 8 日 10 时 12 分，在北京航天

飞行控制中心的精确控制下，探测器

实施“刹车”制动，使其相对速度低于

月球逃逸速度，从而被月球引力捕获。

环 月 飞 行

在鹊桥二号中继星的支持下，嫦

娥六号探测器环月飞行阶段不断调整

轨道高度和倾角，着陆器与上升器组

合体和轨道器与返回器组合体于 5 月

30 日实现在轨分离。

着 陆 下 降

6 月 2 日 6 时 23 分，嫦娥六号着陆

器和上升器组合体在鹊桥二号中继

星 支 持 下 ，成 功 着 陆 在 月 球 背 面 南

极-艾特肯盆地预选着陆区。

月 面 工 作

6 月 2 日至 3 日，嫦娥六号在月球

背面南极-艾特肯盆地进行智能快速

采样，通过钻具钻取和机械臂表取两

种方式，分别采集月球样品，并按预定

形式将样品封装存放在上升器携带的

贮存装置中。

月 面 上 升

6 月 4 日 7 时 38 分，嫦娥六号上升

器携带月球样品自月球背面起飞，先后

经历垂直上升、姿态调整和轨道射入三

个阶段，3000N 发动机工作约 6 分钟

后，成功将上升器送入预定环月轨道。

交 会 对 接 与 样 品 转 移

6月 6日 14时 48分，嫦娥六号上升

器成功与轨道器和返回器组合体完成

月球轨道的交会对接，并于 15 时 24 分

将月球样品容器安全转移至返回器中。

环 月 等 待

嫦娥六号轨道器和返回器组合体

与上升器分离，进入为期13天的环月等

待阶段。

月 地 转 移

嫦娥六号轨道器和返回器组合体

择机实施月地转移轨道控制，进入月

地转移轨道。

再 入 回 收

6 月 25 日，嫦娥六号轨道器和返回

器组合体到达地球附近，返回器与轨道

器分离，返回器进入地球大气层，14时 7

分着陆在内蒙古四子王旗预定区域。

（尚金鑫整理）

月背“挖宝”十一步走

图①：6月 25日 14时 7分，嫦娥六

号返回器携带来自月背的月球样品

安全着陆在内蒙古四子王旗预定区

域，探月工程嫦娥六号任务取得圆满

成功。

新华社记者 金立旺摄

图②：通信分队操作手徐雁鹏（左一）

正在进行目标捕获训练。 贾天格摄

图③：落点景象测量分队进行设备

选点。 张皓源摄①①

②②

③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