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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4年，我国启动了月球探测工程，并命名为“嫦娥工程”。
在以国防科工委为牵头单位的绕月探测工程领导小组的领导下，经过两年多的努力，一期工程进展顺
利，我国的第一颗月球探测卫星“嫦娥一号”于2007年首飞月球。
2006年初，党和国家召开全国科技大会，确定了“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科
技发展指导方针，并将月球探测工程列入我国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重大专项。
嫦娥工程是一项复杂的多学科高技术集成的系统工程，工程的实施必将在推进我国航天技术和空间科
学的创新与发展，增强我国科技自主创新能力，激发全民族的探索精神、创新精神和民族凝聚力，培
养高科技人才队伍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指出，“进入21世纪，世界新科技革命发展的势头更加迅猛，正
孕育着新的重大突破。
⋯⋯空间科技将进一步促进人类对太空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提出了“加快发展太空和海洋科技，和
平利用太空和海洋资源”的要求。
我国在开展人造地球卫星和载人航天之后，与时俱进，由国防科工委牵头适时开展了以月球探测为起
点的深空探测活动，这是我国空间科技事业持续发展、急起直追、重点跨越的必然选择。
月球探测工程是一项复杂的多学科高技术集成的系统工程，是带动我国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
化吸收再创新的强大引擎，是在我国已经具备了重要基础和良好条件的关键领域实现重点跨越的重要
突破口，是带动一大批重大前沿技术和基础研究进步、培育新兴产业的领头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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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嫦娥二号”是以嫦娥一号卫星的备份星为基础进行研制的，其主要任务是为探月工程二期进行前期
工程验证和探测，是二期的“探路者”。
    相比“嫦娥一号”，“嫦娥二号”技术更新、难度更大、系统更复杂，与之相应的风险也更大。
“嫦娥二号”任务就像是一期工程向二期工程的一个跳板，既继承了嫦娥一号卫星的许多成熟技术，
又根据任务目标的不同，增加了很多新技术，对探月工程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对整个深空探测事业
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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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观摩“神舟五号”发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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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中国的火箭，的的确确是逼出来的。
就在苏联撤走专家17天后的1960年9月10日，中国第一次在自己的国土上，用苏联专家认为会爆炸的中
国自己生产的国产燃料，成功地发射了一枚苏制P-2导弹。
而这时中国人按照苏联提供的图纸仿制出来的导弹，也开始进入最后的组装。
人们把新中国航天人自己制造出来的第一枚导弹命名为“东风一号”。
1960年11月5日上午9时，中国第一枚仿制的火箭“东风一号”点火了。
第一次引进弹发射成功，第一发仿制弹也发射成功，“东风一号”成为压倒西风的前锋。
头脑热起来的火箭人为一步登天异想天开地把v-2的图纸放大了一倍，制造出的“东风二号”的发射成
为一次让所有科技人员记忆犹新的发射。
1962年3月21日上午9时5分53秒，东风二号在众望所归中点火升空。
但是发射失败。
1964年6月29日，“东风二号”又开始发射试验。
这次“东风二号”连续三发都取得了成功。
它标志着中国从此拥有了可以远程打击的导弹盾牌。
有人说，当初年轻的共和国在一片废墟上迅速挺立，靠的是两根支柱：一根是大庆油田，一根就是“
两弹一星”。
邓小平说：“如果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
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
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1964年，中国的科学家们起草了《关于人造卫星方案的报告》。
4月29日，国防科向中央报告，设想在1970年或1971年发射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
同年6月29日中国自行研制的中近程火箭再次发射试验，获得成功。
7月19日，成功地发射了第一枚生物火箭。
1966年10月27日，导弹核武器发射试验成功，弹头精确命中目标，实现核爆炸。
同年11月，“长征一号”运载火箭和“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开始研制。
12月26日，中国研制的中程火箭首次飞行试验基本成功。
1970年4月24日21时31分，中国自行研制的“东方红”一号人造地球卫星飞向太空。
这是中国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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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参考了同人们出版的多部作品，同时参考了中国探月网等各个专业网站上的资料
，在此由衷地表示感谢！
如有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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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嫦娥探月:嫦娥二号环月纪实》是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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