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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空探测器着陆与采样技术



1.  着陆器平台技术：承载深空探测器着陆，保障着陆器安全。

2.  采样系统技术：采集火星表面的样品，用于科学研究。

3.  悬停技术：保证探测器在火星表面悬停，方便采样。

4.  视觉传感技术：获取探测器位置信息及地形信息，辅助着

陆与采样。

5.  通讯技术：实现与地球控制中心的通信，传输数据和图像。

6.  能源技术：保证探测器有足够的能量运行，包括太阳能系

统和核能系统。

7.  热控技术：保持探测器合适温度，包括绝缘、加热和冷却

装置。

8.  推进技术：用于改变探测器轨道或姿态，包括化学推进和

电推进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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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着陆器安全。

深空探测器着陆与采样技术深空探测器着陆与采样技术



 着陆器平台技术：承载深空探测器着陆，保障着陆器安全。

着陆器平台结构设计：

1. 着陆器平台结构设计需要满足航天器的着陆要求，实现航天器安全可靠的着陆。

2. 需要考虑航天器的质量、形状、着陆速度和环境条件等因素，合理选择着陆器平台的结构形式、

材料和尺寸。

3. 着陆器平台结构设计应具有足够的强度和刚度，能够承受航天器着陆时的冲击和振动。

着陆器平台推进系统设计：

1. 着陆器平台推进系统设计需要满足航天器的着陆要求，实现航天器安全可靠的着陆。

2. 进气和喷管设计需要能够确保推进剂的充分燃烧和有效喷射，以提供足够的推进力。

3. 推进系统控制系统设计需要能够精确控制推进剂的流量和喷射方向，以确保航天器准确地着陆在

预定位置。



 着陆器平台技术：承载深空探测器着陆，保障着陆器安全。

着陆器平台姿态控制系统设计：

1. 着陆器平台姿态控制系统设计需要满足航天器的着陆要求，

实现航天器安全可靠的着陆。

2. 可以采用气动控制、喷气控制、惯性控制、组合控制等控制

方式来实现航天器的姿态控制。

3. 姿态控制系统设计需要能够精确控制航天器的姿态，以确保

航天器在着陆过程中保持稳定的姿态。

着陆器平台热防护系统设计：

1. 着陆器平台热防护系统设计需要满足航天器的着陆要求，实

现航天器安全可靠的着陆。

2. 热防护材料应具有良好的隔热性能和耐烧蚀性能，能够保护

航天器免受高温和热辐射的损伤。

3. 热防护系统设计需要考虑航天器的着陆速度和环境条件，合

理选择热防护材料和结构形式。



 着陆器平台技术：承载深空探测器着陆，保障着陆器安全。

§ 着陆器平台通信系统设计：

1. 着陆器平台通信系统设计需要满足航天器的着陆要求，实现

航天器与地面站之间的通信。

2. 通信系统应具有足够的带宽和灵敏度，能够确保航天器和地

面站之间的数据传输和指令下达。

3. 通信系统设计需要考虑航天器的着陆速度和环境条件，合理

选择通信方式和天线配置。

§ 着陆器平台电源系统设计：

1. 着陆器平台电源系统设计需要满足航天器的着陆要求，为航

天器提供稳定的电源。

2. 电源系统应具有足够的功率和能量，能够满足航天器在着陆

过程中和着陆后工作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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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样系统技术：采集火星表面的样品，用于科学研究。

采样装置设计：

1. 采样装置应能够适应火星表面的复杂地形和极端环境条件。

2. 采样装置应具有可靠性和耐久性，能够在极端条件下稳定运行。

3. 采样装置应具有重量轻，体积小，功耗低的特点，以便于安装和运输。

采样方法与策略：

1. 采样方法应根据火星表面的实际情况和科学研究目标确定。

2. 采样策略应考虑采样位置的选择，采样数量和深度，以及采样顺序等因素。

3. 采样过程中应避免接触火星表面的污染物，以确保样品的质量和科学价值。



 采样系统技术：采集火星表面的样品，用于科学研究。

§ 采样容器和包装：

1. 采样容器和包装应能够保护样品不受污染和损坏。

2. 采样容器和包装应具有密封性，能够防止样品泄露或挥发。

3. 采样容器和包装应能够适应火星表面的极端环境条件。

§ 样品收集与转移：

1. 样品收集与转移应在无尘室或洁净室中进行，以避免样品的污染。

2. 样品收集与转移应使用专用设备和工具，以确保样品的质量。

3. 样品收集与转移过程中应记录样品的相关信息，包括采样时间、地点、数量等。



 采样系统技术：采集火星表面的样品，用于科学研究。

样品保存与存储：

1. 样品保存与存储应在低温或超低温条件下进行，以保持样品的稳定性。

2. 样品保存与存储应在无氧或惰性气体环境中进行，以防止样品被氧化或降解。

3. 样品保存与存储应记录样品的相关信息，包括保存时间、温度、气体环境等。

样品分析与检测：

1. 样品分析与检测应在专门的实验室中进行，以确保样品的质量和科学价值。

2. 样品分析与检测应使用先进的分析仪器和技术，以获得准确可靠的分析结果。



 悬停技术：保证探测器在火星表面悬停，
方便采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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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悬停技术：保证探测器在火星表面悬停，方便采样。

1. 悬停技术通过精密的控制系统和推进器，使探测器保持在离火星表面一定高度的

位置，无需实际着陆。

2. 悬垂高度可根据采样任务需求灵活调整，既能确保探测器与表面之间足够的距离

进行采样操作，又避免与表面产生碰撞。

3. 悬停技术可以显著减轻探测器着陆时的冲击载荷，延长其在火星表面的作业寿命。

§ 自动采样技术

1. 自动采样技术利用机械臂、采样器和传感器，自主执行采样任务，最大程度地减

少对探测器的操作需求。

2. 采样器可以根据特定的科学目标和环境条件灵活配置，实现对不同类型样品的高

精度采集。

3. 传感器可以实时监测采样过程，确保采样质量和避免潜在风险。

§ 悬停技术



 悬停技术：保证探测器在火星表面悬停，方便采样。

§ 环境感知技术

1. 环境感知技术利用先进的传感器和算法，对火星表面的环境

进行实时监测和分析，为悬停和采样任务提供关键信息。

2. 传感器可以测量表面地形、光照条件、风速和温度等参数。

3. 算法对传感器数据进行处理和融合，生成高精度的地表环境

模型，为探测器决策和采样计划提供支持。

§ 导航与制导技术

1. 导航与制导技术确保探测器在悬停和采样任务中的精确定位

和控制。

2. 惯性导航系统和光学导航系统协同工作，提供准确的位置和

姿态信息。

3. 控制系统利用导航数据，通过推进器和姿态控制设备对探测

器进行实时制导，实现悬停和采样的操作精度。



 悬停技术：保证探测器在火星表面悬停，方便采样。

§ 通信与数据处理技术

1. 通信与数据处理技术负责探测器和地球之间的通信，以及采样数据的处理和存储。

2. 高带宽通信链路实现实时遥控和数据传输，确保任务的顺利执行和科学数据的获取。

3. 数据处理系统对采样数据进行分析和处理，提取科学价值并将其传输回地球。

§ 任务规划与决策技术

1. 任务规划与决策技术为悬停和采样任务生成最优化的操作方案。

2. 算法考虑任务科学目标、环境条件和探测器能力等因素，制定和优化采样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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