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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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

在线实时调整飞行控制策略，火箭

即使遇到“大风大浪”也能平稳飞行

——

首次在国内运载火箭中成功应用

的自适应增广控制技术，让5月7日成

功发射的长征六号丙运载火箭更受关

注。

记者注意到，不断迈向自主化、智

能化，是火箭研发的趋势所在。

控制系统作为运载火箭的“大脑”

和“神经中枢”，在火箭飞行过程中起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传统的火箭控制系

统大都采用预先设定的固定控制参

数。起飞后，火箭按照预先装好的飞行

程序，在特定场景下进行“自动驾驶”，

将载荷送往预定轨道。长征六号丙运

载火箭的研制团队在原先控制系统的

基础上，新增了自适应增广控制技术。

这相当于给火箭在“自动驾驶”的基础

上量身定做了一套“智能驾驶”系统。

“在实际飞行过程中，会遇到很多

不可预测的情况。”中国航天科技集团

八院火箭专家胡存明告诉记者，比如气

象条件的变化，特别是高空风的变幻莫

测，还有火箭结构的微小偏差等，这些

都可能影响到火箭的飞行性能。将自

适应增广控制技术应用于运载火箭，正

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就好比一个刚拿到驾照的新手司

机第一次开车上路，虽然教练已经将行

驶途中可能会出现的情况以及处理措

施都在课程中进行了教学，但实际开车

过程中，总是会有意外情况的发生。

自适应增广控制技术，是将自适应

控制和增广控制两项技术的优点相结

合，兼具灵活与稳定，特别适用于具有

复杂动态特性、难以精确建模或参数频

繁变化的系统。胡存明介绍：“自适应

控制能够在线辨识系统当前的状态，自

动调整控制器参数以适应系统的动态

特性变化，增广控制则是通过引入额外

的控制环节，进一步增强传统PD控制

的稳定性和抗干扰能力。”

火箭有了自适应增广控制技术的

加持，就相当于汽车配置了一套“智能

驾驶”系统，它可以根据传感器收集到

的行驶数据，实时判断当前状态，并自

动调整“方向盘”“油门”“刹车”等，以确

保车辆安全地按照导航行驶。

特别是当各种不确定性意外出现

的时候，火箭也能够灵活反应，采取措

施。即使火箭本身发生故障，也能通过

该项技术稳住“方向盘”，确保安全。

当下我国商业航天整体呈现出高

密度发射需求，对运载火箭控制系统的

适应性要求也更高。“智能驾驶”新模

式，是用智能控制手段提高火箭飞行安

全性、适应性的有益尝试，有助于让未

来的火箭变得更加“聪明智慧”。

（据新华社记者宋晨）

新华社北京5月8日电 记者8日从

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为加强电动自行

车行业管理，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

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消防救援局三部门

印发《电动自行车行业规范条件》和《电

动自行车行业规范公告管理办法》，其中

规范条件从企业布局、工艺装备、产品质

量与管理、智能制造和绿色制造、安全生

产、劳动者权益保障、消费者权益保障等

七方面提出要求。规范条件提出，在产

品质量与管理方面，鼓励企业或所属集

团加大研发投入，针对消费者升级需求，

发展轻量化、智能化、网联化电动自行车

产品，开展北斗高精度定位推广应用等；

在保障消费者权益方面，企业应建有完

善的产品销售和售后服务体系，加强经

销商管理，提供规范使用和维护保养知

识，提醒消费者安全使用锂离子蓄电池

等蓄电池产品等。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

负责人表示，我国是全球电动自行车生

产、消费大国，目前国内电动自行车社会

保有量已达3.5亿辆，但也面临产业集中

度不高、企业创新研发能力较弱等问题，

为规范企业生产经营行为，提高产品质

量，全面提升电动自行车生产、销售、使

用、充换电、报废回收等各环节安全水

平，制定规范条件及管理办法。

三部门发文加强电动自行车行业管理

据新华社北京5月8日电（记者侠
克）夏季是肠道传染病的高发季节，主要

通过食物、饮用水、日常生活接触等途径

传播，因此要把住饮食卫生，防止“病从

口入”至关重要。如何预防肠道传染病，

北京市疾控中心近日发布了预防肠道传

染病健康提示。

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地

方病控制所副主任医师刘白薇介绍，常

见的引起肠道传染病的细菌有致泻性大

肠杆菌、沙门菌、空肠弯曲菌、副溶血性

弧菌、志贺菌等；常见的引起肠道传染病

的病毒有诺如病毒、轮状病毒、札如病

毒、星状病毒和肠道腺病毒等。

刘白薇说，肠道传染病主要表现有

腹泻、恶心、呕吐、腹痛、食欲不振等，迁

延不愈可能会引起营养不良、贫血、身体

抵抗力下降，严重的可以导致脱水，极个

别病例甚至还会有生命危险。

专家提示，要注意饮用水卫生。高

温可杀灭致病微生物，饮用水需煮沸后

再饮用；要讲究食品卫生，食物要生熟分

开，避免交叉污染。吃剩的食物应及时

储存在冰箱内，且储存时间不宜过长，再

次食用前，需要加热至热透，因为冰箱低

温只能延缓细菌生长，并不能灭菌；不要

生食、半生食易带致病原的水产品。

同时，要培养良好的饮食卫生习惯，

注意手卫生，平时常洗手，饭前、便后手

要洗净；不暴饮暴食，不吃腐败、变质的

食物，生食食物一定要洗净，尽量减少生

冷食品的摄入；养宠物的家庭，一定要做

好宠物卫生，同时要告诫孩子和其他家

庭成员不要一边吃东西一边喂食宠物。

出现了腹泻症状怎么办？刘白薇

说，不提倡禁食禁水，宜进食清淡、易消

化的流质或半流质食物，症状好转后逐

渐过渡到正常饮食。如果腹泻病情不

重，一般通过调整饮食、休息、对症治疗，

2-3天内症状即可改善；腹泻严重者，尤

其出现脱水、高热等较严重症状的，或免

疫力低的小儿、老人腹泻，应及时就医。

水星明日上演西大距
黎明时会短暂“现身”

据新华社天津5月8日电（记者
周润健）水星将于本月10日上演西

大距。天文科普专家表示，本次大

距期间，水星的地平高度很低，观

测难度较大，但对敢于挑战的天文

爱好者来说，也是一次难得的机会。

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津市天文

学会理事杨婧表示，如果水星出现在

太阳东边，称为东大距，此时水星在

黄昏时的西边低空出现；如果水星出

现在太阳西边，称为西大距，此时水

星在黎明时的东方低空出现。

“今年水星会发生4次西大距，

这是第2次，尽管水星的亮度可以

达到0.5等，但却是观测条件最不

友好的一次。这是因为，水星虽然

先于太阳升出地面，但升起时天空

就已经开始发亮，可观测的时间非

常短暂；水星与太阳的角距离虽然

达到26度，但日出时水星的地平高

度只有10度，很低，容易受到低空

大气的影响和地面建筑物、树木等

的遮挡。”杨婧说。观测水星不限

于西大距当天，前后一周之内都可

以。“观测可以在日出前1个多小时

开始，到日出前近半个小时结束。

观测时最好能使用小型天文望远镜

或大口径双筒望远镜，成功率将会

大大提高。”杨婧提醒说。

投入月球“怀抱”！
嫦娥六号探测器成功实施近月制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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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箭也要开启“智能驾驶”新模式？

夏季肠道传染病高发 健康提示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