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嫦娥五号飞行试验器 

嫦娥五号是嫦娥三期工程“采样返回”任务的首颗地月采样往返探测器。“采样返回”有着非常重要

的意义，不仅所取的月球表面样品将有助于人们了解月球，而且与嫦娥系列前三次发射不同，嫦娥五号的

任务更重、规模更大、难度更高、要解决的科学难题更多，完成月球“采样返回”，可带动更多、更新的

科学技术发展。 

嫦娥五号发射的困难主要有四个方面，月球轨道的交会对接，月面采样，月面起飞和高速返回。嫦娥

五号落月后，将在月球表面上采集大约 2公斤重的月面土壤等样本，然后封装放进着陆器的上升段，该段

从月面点火升空进入月球轨道，并与轨道器和返回器的联合体交会对接，将样品转移至返回器内，轨道器

携带返回器点火飞向地球，在进入大气层前分离，轨道器脱离到太空中，返回器将降落在内蒙古境内的草

原上。嫦娥五号飞行试验器的发射，将为嫦娥五号发射积累珍贵的数据和经验，尤其是在“返回”当中的

各种数据更为重要。 

据介绍，此次与嫦娥五号飞行试验器一起升空的还有两个国外民间组织研制的月球探测器，分别为卢

森堡 LuxSpace公司制造的 4M无线电信标和“哥本哈根次轨道”等民间组织共同发起的一个众筹探月计划

的“口袋飞船”微型试验飞行器 PS86X1。在太空中，这两个飞行器与嫦娥五号飞行试验器“分手”后，飞

掠月球表面，期间不会有“刹车”等动作，飞行也不受地面控制，有可能成为太空垃圾，也有可能被地球

引力捕获后进入大气层烧毁。 

嫦娥五号飞行试验器返回地球的速度非常快，将达到每秒 11.2 公里的第二宇宙速度，以这样的速度

进入大气层，势必会因为高温而被烧毁。要在进入大气层阶段把速度降下来，我国选择了“弹跳式”再入

返回技术。当嫦娥五号飞行试验器以计算好的某个角度与大气层接触后，和大气层产生相互作用力，嫦娥

五号飞行试验器就像碰触到水面的小石子一样，弹跳起来，然后再次进入大气层，就像人们时常玩的‘打

水漂’，达到减速目的。为克服气流等引起的不确定因素，在弹跳过程中，还有多台小发动机在适时点火，

控制姿态，确保升降准确。只有每一步都准确，才能准确降落至预定降落场。 

 

2014 年 10 月 22 日开始，运载嫦娥五号飞行试验器的运载火箭开始加注燃料。为执行此次任务，有

关方面在原基础上对火箭进行了改进，火箭身高和体重均有所增加，运载能力大大增强。与之前发射相比，

火箭的测量、控制及信号传输系统均有较大提升。 

10 月 24日 2时，嫦娥五号飞行试验器成功发射。 

10 月 27日 11 时 30分许，嫦娥五号飞行试验器飞抵距月球 6 万公里附近，进入月球引力影响球，开

始月球近旁转向飞行。 



10 月 28日凌晨 3 时许，试验器到达距月面约 1.2万公里的近月点，随后，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

控制下，飞行试验器系统启动多台相机对月球、地球进行多次拍摄，获取了清晰的地球、月球和地月合影

图像。 

 

 



 

11 月 01日 6时 42 分，嫦娥五号飞行试验返回器在内蒙古四子王旗预定区域顺利着陆。 

 



嫦娥五号及运载嫦娥五号的长征五号火箭正在紧张研制中，发射它们的海南文昌发射场也在紧锣密鼓

建设中。 

选择在海南文昌发射，是因为长征五号火箭尺寸比较大，用内陆发射塔很难解决 5米直径产品的运输

问题，选择文昌可通过海运到达，另外从文昌发射场向东发射，火箭碎片落在太平洋，不会造成不必要的

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