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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月球“怀抱”！嫦娥六号成功实施近月制动
新华社北京5月8日电（记者 宋晨 徐鹏

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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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嫦娥六号探测器成功实施

近月制动，顺利进入环月轨道飞行。

近月制动是嫦娥六号探测器在飞行过程中

的一次关键轨道控制。嫦娥六号探测器飞临月

球附近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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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球“怀

抱”投入月球“怀抱”，实现绕月飞行。

不要小看“刹车”的难度，如果“刹车”力度

不够，速度没有降下来，嫦娥六号探测器将滑

入外太空。反之，如果“刹车”过猛，则可能与

月球碰撞。

嫦娥六号探测器由轨道器、返回器、着陆

器、上升器组成。为了踩好这一脚“刹车”，嫦

娥六号轨道器配备了1台3000牛推力的轨道

控制发动机，以进行引力捕获时的制动减速控

制。然而，在这样的地月转移过程中，发动机

工作时温度会升高，如果热防护做不到位，轨

道器就会被高温“烧伤”。

为此，研制团队开创性设计了二次热防护

复合系统，为轨道器穿上“超级防护服”。一方

面使用复合隔热层，将发动机高温辐射影响尽

量降低；另一方面，根据不同设备的温度需求

个性化定制，进行二次热防护。层层防护让轨

道器上重要载荷单机远离高温的“烘烤”，为嫦

娥六号轨道器打造舒适的“旅行”体验。

探月工程四期由国家航天局牵头组织实

施，包括嫦娥四号、嫦娥六号、嫦娥七号和嫦娥

八号等4次任务，嫦娥四号已实现世界首次月

球背面软着陆。

早在今年3月20日，鹊桥二号中继星成功

发射，为地月间中继通信架设了新“鹊桥”，迈

出了我国探月工程四期任务的重要一步。5月

3日晚间，嫦娥六号探测器由长征五号遥八运

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之后

准确进入地月转移轨道，由此开启世界首次月

背“挖宝”之旅。

在鹊桥二号中继星的支持下，嫦娥六号探

测器将调整环月轨道高度和倾角，择机实施轨

道器返回器组合体与着陆器上升器组合体分

离。之后，着陆器上升器组合体实施月球背面

南极-艾特肯盆地软着陆，按计划开展月球背

面采样返回任务。

我国首款百公斤级
车载液氢系统研制成功

笔者5月11日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六院(以下简称：航天科

技六院)获悉，该院101所自主研制的中国最高量级车载液氢系

统——“赛道1000”正式发布。该产品是液氢重卡的核心设备

之一，完全实现国产化，将助力氢能重卡突破1000公里续航里

程，是中国将液氢应用于交通运输领域的重大技术突破。

据介绍，作为中国首款百公斤级车载液氢系统，相比上一

代产品，相同外廓尺寸下，有效容积扩大20%，携氢量提升至百

公斤级，系统质量储氢密度、加注时间等参数比肩国际先进水

平。通过产品限价设计、优化制造工艺、强化供应链管理，较上

一代产品，成本降低30%以上，相比高压气氢系统在成本上有

较大优势，批量化生产制造后，成本有望进一步大幅降低。

产品研发和制造过程中，依托由航天科技六院101所构

建的车载液氢系统关键零部件及系统级测试体系，开展的各

类液氢测试验证，确保产品质量稳定、安全可靠。

航天科技六院表示，该系统的研制成功，是大力发展新能

源新质生产力、推动建设交通强国的重要实践。随着产品的

批量生产和示范应用，可使中国液氢重卡发展水平跃上新台

阶，为推动国家能源结构转型、践行绿色低碳交通提供重要技

术和装备基础，有力助推氢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张一辰)

风电机组助力绿色新能源发展风电机组助力绿色新能源发展

5 月 9 日，阜阳

市颍泉区伍明镇境

内，风力发电机在

转动作业，与田园

风光相映衬，构成

一道生态美景。 近

年来，阜阳市坚持

高质量绿色发展理

念，依托沿平原“一

马平川”空旷的风

能资源，规划布局

风力发电、光伏发

电等绿色能源产业

发展，助力乡村振

兴，优化能源结构，

推进碳达峰、碳中

和，实现生态保护

和可持续发展。

王彪 摄

精勤不倦守初心 不惧风雨担使命
——记全国工人先锋号安徽省气候中心气候预测科

五一前夕，从2024年庆祝“五一”国际

劳动节暨全国五一劳动奖和全国工人先

锋号表彰大会上传来喜讯，安徽省气候中

心气候预测科被授予“全国工人先锋号”

荣誉称号。

眼里有风雨，心中有担当。安徽省气

候中心气候预测科现有四名职工，平均年

龄仅41岁，他们都是中共党员，都拥有研

究生及以上学历。这个高学历的年轻集体

承担着全省气候预测服务工作。安徽省气

候中心气候预测科组建18年来，始终坚持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做好气象防灾减

灾服务，他们守着初心，精勤不倦，不惧风

雨，勇担使命，执著地与天地对话，与风云

共舞，为安徽的气象预报服务发展贡献着

青春韶华，在精准预测、精细服务和科技创

新方面取得显著成绩。该科室先后荣获

“安徽省工人先锋号”“安徽省防汛救灾先

进集体”“2021 年全国重大气象服务优秀

集体”“首届全国智能气候预测技术方法大

赛团体第一名”“第二届全国智慧气象服务

创新大赛技术创新二等奖”等荣誉。

精准预测 奔“早”而行向“准”发力

今年是干旱还是洪涝？雨季什么时

候到来，什么时候结束？随着经济发展

和百姓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准确的气候

预测对社会各界生产生活有巨大帮助，

可以提高生产效率，减少气候灾害造成

的损失，成为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和防灾减灾的重要保障。

从行业产业到公众生活，气候预测产

品都在发挥积极作用。就个体而言，有了

“今年冬季冷空气活动偏多”的预测结论，

公众可以考虑提前选购羽绒服、秋衣秋裤

等保暖产品。随着气候预测准确率的提

升，气候预测产品在防灾减灾以及各行各

业的生产规划等方面得到有效应用，农

业、水利、工业、交通、电力等许多领域都

从中受益。

近 5 年，安徽省气候中心气候预测科

气候预测准确率在全国排名第 7，降水预

测成绩高于指导预报13%。特别是2021-

2022年汛期，预测科团队克服了前兆信号

弱等不利影响，对指导预报进行大胆订

正，降水预测订正成绩连续 2年全国排名

第一，2023 年汛期预测成绩再创 2019 年

以来新高。2022 年气候预测科团队研发

的统计降尺度和机器学习相结合的多模

式多方法最优加权集成智能预测技术，获

首届全国智能气候预测技术方法大赛团

体第一、降水单项第一和温度单项第二。

职工获全国气象工作先进个人、全国优秀

预报员等省部级表彰7人次。

精细服务 无惧风雨践行使命

2020，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年份。

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了重大战略成

果，我们又迎来了与洪魔的较量。

从长江沿线到淮河两岸，倾盆大雨从

天降，安徽各地江河湖库水位迅速上涨。

暴雨倾盆，江河卷起千重浪；力挽狂

澜，干群同心抗天灾。围绕长江、淮河、巢

湖“三线作战”的防汛救灾需求，省气候中

心气候预测科团队众志成城，全力以赴，

逐日提供未来10-40天气候预测产品，滚

动开展梅雨监测及强降水过程预测，及时

发布气候预测服务材料 100余期，成为各

级政府防范暴雨洪涝灾害的“发令枪”，为

抗洪救灾争取了宝贵时间，获省委省政府

表彰。创新服务形式，2021年首次利用新

媒体向公众发布《气候预测公报》，并及时

回应公众关注热点，权威发声，提升公共

气候服务覆盖面和影响力，赢得赞誉。

2022年夏季，我国长江中下游地区等

地出现了范围较大、强度高的高温天气，

多地最高气温值、高温日数破纪录。安徽

也出现了有完整气象记录以来持续时间

最长、强度最高的高温天气，电力供需形

势紧张。针对能源保供服务需求，该科室

工作人员加班加点升级动力降尺度预测

系统，研发网格预测产品，将产品精细化

水平由分县（42 公里）提高到 10 公里；研

发基于最优概率的延伸期气象要素预报

方法，首次提供逐日滚动更新的 1-30 天

无缝隙气象要素预报产品，准确预报极端

高温过程，为能源供需研判、电力调度运

行提供了及时准确的决策信息，获中国气

象局和省能源保供领导小组表彰。

该科室针对 2020 年汛期安徽全域性

洪涝灾害、2022年夏季历史最强高温等极

端天气、厄尔尼诺事件对 2024 年我省气

候年景影响，均提供了及时准确的决策气

象服务信息，获省领导批示14次。

安徽省气候中心气候预测科的年轻团

队用一次次精准精细的气候预测服务，筑

牢了气象防灾减灾的第一道防线。

科技创新 仰望天空守望江淮

气候是全球性问题，国际上气候预测

一直是重点研究的课题。

创新是引领气象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

力。近年来，省气候中心气候预测科不断

加强关键技术研发，从精细化区域气候预

测系统研发与应用和多模式集成预测等

多方面发力，着力构建新一代气候预测技

术体系。近5年承担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

项目10余项，研发客观预测方法和新产品

近 20项，建立了安徽省气候预测系统、延

伸期预测系统和“6+N”延伸期气象灾害

预测系统，成果在省市县三级共享共用。

承担中国气象局预报业务试点“本地化特

色化气候业务建设”和“国省次季节网格

气候预测业务调整”，在全国率先建立面

向农业、水资源的气候预测业务，关键农

时农事气候条件预测产品集成到国家级

业务平台推广应用。承担研究型科技攻

关，创新建立延伸期气象灾害预测技术，

促进了省市气候服务能力协同发展，得到

广泛好评。获省部级科学技术奖4项和厅

局级科技成果奖 3项，安徽省气象部门创

新工作奖2次。

关键核心技术的长足发展，使得我省

气候预测准确率在稳步提高的同时，也进

一步增强了气候服务的全省监测、全省预

测、全省服务能力，更好地服务国计民生。

心中有阳光，脚下就会有力量。如

同当初心中的那份信念，安徽省气候中

心气候预测科团队必将把“全国工人先

锋号”这份成绩和荣誉叠进了昨天，继

续精勤不倦，策马扬鞭，不断践行一个

共产党员、一个气象工作者的责任与担

当。因为他们坚信，只要前进的脚步不

停歇，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就一定

会越筑越牢！

（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