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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9 日，国家航天局、国家原子能机构

联合宣布，中国科学家首次在月球上发现新

矿物，并命名为“嫦娥石”。该矿物是人类在

月球上发现的第六种新矿物，我国成为世界

上第三个在月球发现新矿物的国家，这也是

嫦娥五号月球样品研究取得的又一重大科学

成果。

距地球 38 万公里的月球之上，“嫦娥石”

存在于哪里？是如何被发现的？我国月球样

品研究还有哪些新进展？

发现于嫦娥五号月球
样品的玄武岩碎屑中，是一
种新的磷酸盐矿物

专家介绍，“嫦娥石”发现于嫦娥五号月

球样品的玄武岩碎屑中，是一种新的磷酸盐

矿物，属于陨磷钠镁钙石族。呈柱状晶体，颗

粒大小为 2—30 微米。

中核集团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以下

简称中核集团核地研院）月球样品研究团队，

通过 X 射线衍射等一系列技术手段，在 14 万

个月球样品颗粒中，分离出一颗粒径约 10 微

米 大 小 的 单 晶 颗 粒 ，并 成 功 解 译 其 晶 体 结

构。经国际矿物学会（IMA）新矿物命名及分

类委员会（CNMNC）投票通过，确证为一种

新矿物。据介绍，该矿物是人类在月球上发

现的第六种新矿物。

“新矿物的发现，为月球形成和演化提供

了更多基础科学数据，深化了人类对月球和

太阳系的认知。”国家原子能机构副主任董保

同表示，这是我国在空间科学领域取得的一

项重大科学成果，也是跨行业跨专业协同合

作的一次成功探索。

“ 嫦 娥 石 ”的 英 文 名 称 为 Changesite—
（Y），是研究团队为它精心挑选的名字。“首

先，这是纪念我国嫦娥探月工程首次取回的

月球样品；其次，它明确了该矿物来自中国传

统神话‘嫦娥’（Chang’E）的居住地（site），即

月 球 ；同 时 也 表 明 该 矿 物 取 自 嫦 娥 五 号

（Chang’E）的降落点（site）；最后，‘S’既是中

文拼音‘石—Shi’又是英文‘石—Stone’开头

的第一个字母，从发音上也更接近‘嫦娥石’，

国内国际都很好理解。”团队牵头人、中核集

团核地研院重大项目总师李子颖介绍。

据介绍，“嫦娥石”是继“广寒宫”“织女”

“河鼓”等 35 个月球地理实体命名后，月球科

学探索领域又一具有中国文化特色并被国际

社会认可的月球相关名称，再次展示了科学

技术与文化艺术融合的中国式浪漫。

统计了 14 万个月球样
品颗粒，经过详尽矿物学
研究

“嫦娥石”的发现过程并不轻松。

2021 年 7 月，嫦娥五号月球样品面向全

社会开放申请，中核集团核地研院成为首批

获得月球样品的 13 家研究机构之一。研究

人员小心翼翼捧回 50 毫克的月球样品。

“相当于 3 颗米粒的重量，而且根据协

议 ，月 壤 研 究 过 程 中 ，只 允 许 20 毫 克 的 损

耗。”中核集团核地研院第一批月球样品责任

人黄志新研究员说。然而，在显微镜下观察，

1 毫克月壤又拥有上万个颗粒，“月壤每一颗

都非常珍贵，研究团队是一颗一颗挑选着、计

算着使用。”黄志新说。

“月壤的挑选不允许引入外来物质污染，

只能靠针尖和颗粒之间摩擦产生的一点静电

吸附住样品。”中核集团核地研院研究员李婷

说。在艰难的实验过程中，研究团队发现了

新矿物的蛛丝马迹。这个疑似新矿物的颗粒

大小不足 10 微米。“分析后发现，它的化学成

分是全新的，人类已知的矿物没有一种与它

的化学成分组成一致。”李子颖说。

一种矿物要被确定为新矿物，除了需要

提供化学成分信息，还需要提供晶体结构信

息。研究团队再次被难住了。“这个颗粒和辉

石交互共生在一起，无论实验手段还是后期

的数据处理都没有办法把辉石剔除干净，一

直没有获得理想的结构数据。”李婷说。

科研人员将目光投向了申请到的第二个

月壤光片样品。“我们统计了样品上 14 万个

颗粒，找到了一些‘嫦娥石’的踪迹，但有希望

测到单晶结构的只有一颗，而这一颗还裂成

了 3 小块。”李子颖介绍，研究团队最终抓住

了十四万分之一的机会，使用聚焦离子束电

镜切出了一颗纯单晶颗粒，然后将颗粒转移

到单晶衍射仪上收集数据，最后解译出“嫦娥

石”的晶体结构。

经过一系列的拉曼光谱分析、晶体光性

描述、物理性质计算等系统详尽的矿物学研

究，2021 年底，研究团队确定，这是一种从未

被发现过的磷酸盐矿物，揭开了“嫦娥石”的

神秘面纱。

月球样品研究持续开
展，对认识月球起源与演化
等有重要意义

2020 年 12 月 17 日，嫦娥五号携带 1731
克月球样品返回地球。

据介绍，国家航天局已完成 4 批 152 份共

计 53625.7 毫克的月球样品发放，有 33 家科

研单位的 98 名申请人通过申请。中科院、教

育部、自然资源部、中核集团等多个单位获批

承担月球样品研究工作，国外科学家、留学生

也参加了联合研究。

探月工程副总指挥、探月与航天工程中

心主任刘继忠介绍，各科研团队都积极开展

研究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果。目前已在国内

外著名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 23 篇，申请专利

1 项。近期发布的成果主要包括岩浆分异、

太空风化、氦—3 气体以及生物能转化等方

面，对认识月球起源与演化，探寻月球资源的

有效利用以及实现“零能耗”的地外环境和生

命支持系统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目前，关于月球科研样品的研究还在持

续开展，第五批样品申请已完成评审，后续将

按程序发放。“随着对样品研究的逐步深化，

我们预期会有新的更大成果。”刘继忠说。

我国科学家首次在月球上发现新矿物“嫦娥石”
本报记者 冯 华

■科技自立自强R

“嫦娥石”理想晶体图。

中核集团核地研院供图

本报北京 9 月 13 日电 （记者吴月辉）

遥感探测发现月表普遍存在水（OH/H2O），

然而由于缺乏直接的样品分析证据，月表水

的成因和分布一直存在争议。近日，中国科

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科研团队针对嫦娥五

号月壤样品开展了研究，通过红外光谱和纳

米离子探针分析，发现嫦娥五号矿物表层中

存在大量的太阳风成因水，根据估算，太阳

风质子注入为嫦娥五号月壤贡献的水含量

至少为 170ppm（浓度单位），相当于每吨月

壤中至少含有 170 克的水。该研究证实了

月表矿物是水的重要储库，为月表中纬度地

区水的分布提供了重要参考。这一成果日

前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通讯》上发表。

今年 1 月，我国科研团队首次在月壤中

发现水的存在。6 月，我国科研团队还发现

嫦娥五号着陆区月壤中明显含有羟基形式

的“水”，但平均含量较低。同时研究表明，

嫦娥五号月壤样品中肯定存在来源于月球

内部的原生水。

“未来可以通过月壤的综合开发利用将

这些水作为副产品提取出来，也可以作为未

来科研站生命保障需求的补充。”中国科学

院地球化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唐红表示。

研究发现月壤中存在高含量的水

在以“喜迎二十大 奋进新征程”为主题的第十三届中国

艺术节上，第十九届群星奖入围作品实力“圈粉”，这些带有浓

浓时代性、烟火气、人情味的作品，集中呈现了我国群众文艺

繁荣发展的最新成果。

群星奖是文化和旅游部为繁荣群众文艺创作、推出优秀

群众文艺作品、促进群众文化事业繁荣发展、提升全民文化艺

术素养、激发全民文化艺术创造活力而设立的国家文化艺术

政府奖，自设立以来，推出了 3600 多部优秀群众文艺作品，为

广大人民群众展示艺术才华、实现艺术理想搭建了国家平台。

目前，第十九届群星奖音乐、舞蹈、戏剧、曲艺、广场舞、群

众合唱团队等 6 个门类的获奖名单已向社会公示。其中，既

有回望历史，表达对祖国的热爱和对革命先烈的缅怀的作品，

也有着眼当下、聚焦现实，反映当代人民生活变化的作品；既

有基层工作者兢兢业业、为民奉献的故事，也有生动演绎一线

抗疫人员和普通人齐心协力抗击疫情、共渡难关的作品……

为顺应群众文化活动的新趋势、新特点，本届群星奖首次

将广场舞、群众合唱纳入评奖范围。湖北省选送的广场舞《舞

起来》节奏动感明快，舞蹈编排融合时尚元素和土家族摆手舞

民族特色，让人耳目一新；上海市的广场舞代表队是一支平均

年龄 58 岁的“阿姨舞团”，她们的作品《弄堂烟霞》展现了海派

风格的优雅。“参演作品经过重重打磨，让人感受到了群众文

化的勃勃生机、昂扬活力与灿烂多彩。”文化和旅游部公共服

务司相关负责人表示。

主持人带看、多视窗直播、即时互动反馈……为了扩大群

星奖的覆盖面和影响力，国家公共文化云平台特别设立了“云

上群星奖”专题展播，既有音乐、舞蹈、戏剧、曲艺、群众合唱、

广场舞决赛和颁奖晚会的直播，也有群星奖文化惠民演出、优

秀作品巡演直播。

第十九届群星奖首次将广场舞、群

众合唱纳入评奖范围

呈现群众文化的勃勃生机
本报记者 郑海鸥

本报北京 9月 13日电 （记者贺勇）近日，由北京市通州

区文旅局主办的沉浸式国风音乐会“山河月明·经典流传”在

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北区（“三庙一塔”）上演，成为“三庙一

塔”景区打造旅游演艺、助力运河文化“活起来”的全新尝试。

“三庙一塔”是华北地区较大的三教合一古建筑群，是北

京大运河文化的重要承载地，同时也是创建国家 5A 级文化旅

游景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三庙一塔”分别指文庙、燃灯塔及其

附建的佑胜教寺、紫清宫。景区内燃灯塔始建于北周，距今已

有 1400 多年历史。2020 年，“三庙一塔”景区修缮提升工程全

面启动。改造提升后的“三庙一塔”，文物古迹全面修缮，基础

设施日益齐全，特色体验活动精彩纷呈，已经成为大运河历史

文化的集中展示平台。

“三庙一塔”助力运河文化“活起来”

本版责编：杨 暄 管璇悦 曹雪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