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嫦娥三号

嫦娥三号第一次和月亮有了“亲密接触”，实现我国首次月面软着

陆。这标志着探月工程实现了“绕”到“落”的跨越。嫦娥三号自带“跟

班”玉兔号月球车，结构形态进化成为“着陆器+巡视器”的“两件套”组

合，同时开展就位探测和巡视探测。嫦娥三号任务首次使用月基光学

望远镜完成了天体普查，首次获得了地球等离子体层图像，完成了首

幅月球地质剖面图，一举完成了“巡天、观地、测月”三大任务。

现状：部分载荷仍在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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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 23 日在接见探月工程嫦娥

六号任务参研参试人员代表时强调，探月工程

成果凝结着我国几代航天人的智慧和心血，

从一个侧面展示了我们这些年在科技自立自

强上取得的显著成就，充分展现了中国人的

志气、骨气和底气。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追

逐梦想、勇于探索、协同攻坚、合作共赢的探

月精神，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的民族自

信心和自豪感，凝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

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嫦娥三号、嫦娥四号、嫦娥

五号任务成功后，习近平总书记都要会见任务

参研参试人员，向他们表示祝贺和慰问，对

中国探月工程提出期望和要求。

探索浩瀚宇宙，建设航天强国，是我们不

懈追求的航天梦。自 2004 年 1 月正式立项，

探月工程已走过 20 个春秋。如今，我国在探

月领域实现了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部分

“领跑”的扎实进步，在人类探月史上写下了

浓墨重彩的一笔。

新世纪伊始，党中央高瞻远瞩，把握世界科

技发展趋势和我国经济科技发展大势，作出实

施探月工程的重大战略决策，确定“绕、落、回”

三步走总体规划，“嫦娥”奔月之旅由此开启。

“绕起来了，绕起来了！”2007年 10月 24日，

嫦娥一号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腾空。11月 5日，

嫦娥一号到达月球附近，实施近月点“刹车”。

几分钟后，屏幕上显示嫦娥一号已经被月球引力

精准捕获，绕月成功。这是中国探月零的突破，

也是继人造地球卫星、载人航天飞行成功后，我

国航天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里程碑。

“从嫦娥一号飞向月球的那一刻起，我就

知道，飞向月球的大门一经打开，深空探测的

脚步就不会停止。”探月工程首任总设计师孙

家栋院士说。

作为嫦娥一号的备份星，嫦娥二号为月

面软着陆积累经验，创造我国航天乃至国际

航天的多个“第一”：国际首次从月球轨道出

发探测拉格朗日点，我国首次开展拉格朗日

点转移轨道和使命轨道的设计和控制，国际

上首次获得 7 米分辨率的全月球影像图……

落月，是嫦娥三号任务中的重要一环。月球

表面无大气，无法利用气动减速的方法着陆。科

研人员采用变推力推进系统，设计出 7500牛变

推力发动机，破解了着陆减速的难题。应对月面

环境不确定，科研人员创新研制出着陆缓冲系

统，保障“三姑娘”顺利踏上月宫。

如何实现月背和地面通信，是嫦娥四号

任务的一大难题。嫦娥四号任务团队研制并

发射了一颗中继卫星，为月背的着陆器和巡

视器与地球之间搭建了通信纽带。

嫦娥五号探测器拥有“往返票”：在完成

样品采集后，还需将月球样品带回地球。23
天时间、11 个重大阶段和重要步骤，科研人员

迎难而上，创造了在地外天体的采样与封装

等 5 项“中国首次”。

嫦娥六号完成了人类历史上首次月球背

面采样，突破了多项关键技术，是我国建设航

天强国、科技强国取得的又一标志性成果，是

我国探月工程的重要里程碑。

九天揽月星河阔。探月工程 20 年，是加

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实现跨越式发展

的 20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

指挥、周密部署，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健全

新型举国体制，中国探月工程勇攀世界航天

科技新高峰，开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新征程。

“中国探月的每一个大胆设想、每一次成功

实施，都是为了实现对人民的庄严承诺，是一

棒接着一棒干、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逐

梦之旅。”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吴伟仁

院士说。

“没有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

事的传统优势，没有新型举国体

制支撑，中国探月工程三步走总

体规划就不可能如期完成。”嫦

娥五号、六号任务总设计师胡

浩说。

一 个 个 不 眠 之 夜 ，一 次

次 过 关 夺 隘 ，一 代 代 探 月 人

薪 火 相 传 ，铸 就 了“ 追 逐 梦

想、勇于探索、协同攻坚、合

作共赢”的探月精神。

突破挑战，源于坚强信念。世

界上的无人月球探测，基本经历了掠

月、撞月、绕月、落月和挖取月岩样品送

回地球等 5种方式。中国探月，第一步就跨越国

外的初始阶段，直接从“绕”做起；月背着陆，国

际上没有先例，科研人员闯进“无人区”。

外层空间是人类的共同疆域，空间探索是

人类的共同事业。2019 年，嫦娥四号的奔月

之旅搭载了多国科学家参与研制的 4 台科学

载荷；嫦娥六号搭载 4个国际科学载荷……探

月工程始终秉持平等互利、和平利用、合作共

赢的原则，“嫦娥”既是中国的、又属于全人类，

为国际科技合作提供了广阔舞台，为全球深空

探索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伟大事业，成于奋斗实干。“绕、落、回”三步

走以后，探月工程四期围绕新的目标稳步推进；

2030年前实现载人登月、2035年前建成国际月

球科研站基本型……伟大梦想需要科技工作者

以点滴实干汇聚成建设科技强国的强大合力。

“奔月，是中华民族亘古的梦想。中国探

月工程，是寄托自古以来中国人梦想的‘圆

梦工程’，大力弘扬探月精神，必将为我们

建设科技强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凝聚起强大奋进力量。”国

家航天局局长张克俭表示。

（喻思南 蔡金曼 戚

铁磊）

嫦娥奔月、吴刚伐桂、望月思乡……一轮明月，既承

载着无数文人墨客的浪漫诗情，又激荡着历代仁人志士

的探月豪情。

月亮很近，抬头就能望见阴晴圆缺；月球很远，需要

航天人一步一个脚印地艰难跋涉。今年是我国探月工

程实施 20 周年。飞天揽月，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征途，让

中华民族世代延续的奔月梦想，正在一步步变为现实。

这是一场文化意义上的追寻，也是天文意义上的探

索。月球是地球唯一的天然卫星，它不仅拥有丰富的稀

有金属、水冰和氦等资源，还蕴藏着太阳系起源和演化

的无穷奥秘，更是人类迈向深空的前哨基地和试验场。

38 万公里，是地球到月球的平均距离。一条条壮

丽而优美的奔月轨迹，书写了中国航天事业发展中的

不朽篇章。遣嫦娥、送玉兔，搭鹊桥、赴广寒，古老神

话与当代科技在这场远征中完美融合。从嫦娥一号

到嫦娥六号，从初探月宫到月背探秘，从遥感观测到

取样返回……一次次技术上的突破，彰显出我国在卫

星通信、遥感成像、精确制导、空间探测等领域的创新实

力。而每一项航天技术的“溢出”转化，也为生物材料、

资源勘探、精密制造、自动控制等领域带来了理念更新

和技术支撑，打开了发展的新空间。

二十载寒来暑往，见证了航天人的求索与成长。规

模宏大、系统复杂、高度集成，月球探索是一项充满未知

与艰险的事业。一代代航天人风雨兼程、步履不停，于

爬坡过坎中闯关夺隘，于激流险滩中奋楫向前，以无与

伦比的勇气与智慧，不断超越人类意志的极限，共同托

举探月梦、航天梦。中国探月每一次突破、每一步跨越，

都凝结了数千家单位、数万名科技工作者与解放军指战

员的心血和智慧，追逐梦想、勇于探索、协同攻坚、合作

共赢的探月精神，引领着中国探月工程稳步前行。

宇宙以包容成其广大，银汉以群星成其璀璨。探索

宇宙是全人类的共同梦想。看当下，与相关国家开展探

月合作、探测器搭载多种国际载荷、共享月球样品研究

数据，广泛而深入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正成为中国探月

的重要内容。望未来，我国将加快推进国际月球科研站

等大科学工程，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不断扩大

探月“朋友圈”，为人类探索宇宙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

案、中国力量。

中国探月 20 年，也拉近了星辰大海与普通公众生

活的距离。当一粒棉花种子在月球上生根发芽，当月球

车玉兔微博下满是网友的祝福，当中小学教材换上了崭

新的中国月面图……越来越多的人与探月工程的某项

成果、某个侧面不期而遇，一个共识在人们心中不断凝

聚：我们离月球并不遥远！

一朝揽月，豪情满怀。未来的探月之路依然漫长，

但是 20 年的探月经验给予我们充分的信心和底气，中

国人探索宇宙的脚步一定能够行稳致远，迈向更深更远

的星辰大海。

一场跨越时空的征途
陈世涵

二十载嫦娥揽月二十载嫦娥揽月 探星河逐梦无垠探星河逐梦无垠
嫦娥一号

嫦娥一号探测器为卫星形态，任务期间在月球轨道飞行探测，累计服役

16个月。嫦娥一号获取了我国首张120米分辨率全月球影像图、首张三维

月球地形图，探明了14种有用元素在月球上的分布特征。任务结束后，嫦娥

一号按照地面指令受控落月。在落月过程中获取了大量一手宝贵数据与资

料，光荣完成了探测使命，在月表印上了我国探月工程的第一枚纪念戳。

现状：受控落月丰富海区域

嫦娥二号

嫦娥二号背上了“长途旅行包”，承担了更为艰巨的任务：除

月球探测以外，一是奔赴日地拉格朗日L2点进行探测，二是际会

图塔蒂斯小行星。嫦娥二号任务获得首张7米分辨率的全月影

像图，并为嫦娥三号登月“踩点”，对虹湾地区拍摄了1.5米分辨率

的高清影像图，工程首次实现“一探三”（探月、探日地L2点、探小

行星），并拍下了世界上首张图塔蒂斯小行星的光学图像。

现状：遨游深空

嫦娥四号出征之前订制了太空“通信中继站”——鹊桥号中继星，用于

和地球保持联络。整体结构形态进化成“着陆器+巡视器+中继星”的“三件

套”组合。精良的装备也是为了完成月背登陆任务。探测器位于月背时无

法直接对地通信，必须依靠“二传手”来实现中继通信。嫦娥四号探测器实

现了世界首次人类探测器月背软着陆和巡视勘察，首次完成地月拉格朗日

L2点中继星的全时稳定中继通信，证明了月球背面南极—艾特肯盆地存在

以橄榄石和低钙辉石为主的深部物质。

嫦娥四号 现状：月面工作中

嫦娥五号

这次任务中，嫦娥五号可是大大地变了个样。因为嫦娥五号的首要探测任务是“挖土”带

回，所以提前准备了“往返票”和“购物车”，用于带回月球特产。由于任务需要，嫦娥五号的结

构组成也进化成为“四合一”的重型装备：着陆器，负责降落月表，进行采样；上升器，负责携

“土”上天，交接样本；轨道器，负责地月往返，转运样本；返回器，负责降落地面，送回样本。嫦

娥五号实现了我国首次地外天体自动采样返回，工程上突破了窄窗口多轨道装订发射、月面

自动采样与封装、月面起飞等众多关键技术，极大提升了我国航天技术水平。

现状：工程任务圆满完成，轨道器“出差”中，科学研究正在开展

嫦娥六号 现状：工程任务圆满完成，轨道器“出差”中，科学研究正在开展

嫦娥六号是五号的“孪生妹妹”，长相一样，也带着“四合一”重型装备，但是任务大不一样：去神秘的

月球背面“挖土”。

为了做好全世界第一次月球背面“挖土”，科研人员精心谋划、周密部署，大大提高了工作的智能化

自动化水平。这次旅行，嫦娥六号还带有与欧空局、法国、意大利、巴基斯坦合作的4个科学载荷。

作为中国航天史上迄今为止技术水平最高的月球探测任务，嫦娥六号实现了三大技术突破和一项

世界第一：突破了月球逆行轨道设计与控制技术、月背智能采样技术、月背起飞上升技术，实现了世界首

次月球背面自动采样返回，再次创造了中国航天的世界纪录。

部
分
探
月
成
果

月球在绕地球公转的同时也在自转，月

球的自转速度曾经比现在快得多。

在 地 球 引 力 的 影 响 下 ，经 过 几 十 亿 年

的演化，月球自转速度渐渐变慢，直到自转

周期与围绕地球公转的周期同步——这就

是“潮汐锁定”现象。从此，月球始终以“正

面”朝向地球，人类在地球上再也看不到它

的“背 面 ”。 但 由 于 月 球 天 平 动 效 应 ，地 球

人实际上能看到的月面占整个月球总面积

的 59%。

为什么我们看不到月球背面？

地球土壤是岩石经过长期的化学作用、物

理作用和生物风化形成的，富含有机质和微

生物。

月球上没有大气和磁场，岩石在宇宙射

线、昼夜温差、陨石撞击的作用下，形成了覆

盖整个月球表面的月壤，这个过程被称为“太

空风化”。其中陨石撞击起着主导作用，导致

月壤颗粒棱角分明。与地球土壤不同，月壤

的形成没有生物和水的参与，月壤中没有微

生物和有机质。

月岩包括月陆的斜长岩、月海的玄武岩以

及它们的碎片胶结形成的角砾岩。从嫦娥五

号带回的月壤中，我国科学家“挖”到了“嫦娥

石”——一种柱状的磷酸盐矿物晶体，存在

于玄武岩颗粒中。这是人类在月球上

发现的第六种新矿物。

月壤里有什么？

目前，月球上共有 35 个以中国元素命名

的地理实体，这些命名以中国古代科学家和

神话传说人物的名字为主，其中我国自主申

报的命名有 20 个，还有一些是其他国家申

请的。

1922 年，国际天文学联合会成立了月球

地名命名执行委员会，对月球地理实体的命

名进行规范化和标准化。2010
年，我国科学家利用嫦娥一号影

像数据，首次向国际天文学联合

会提出月球地理实体命名的申

请并获批准，获得位于月球北

极和南极的“毕昇”“蔡伦”和

“张钰哲”3 个环形坑的命名，

实现了我国月球地理实体命

名自主申报零的突破。

目前月球上有哪些中国“印记”？

月亮知多少

身边的探月技术
我国探月工程的蓬勃发展，推动航天技

术成果转化应用，一系列方便实用、“接地气”

的民用产品不断助力美好生活。

月球是地球唯一的天然卫星。人类在地球上仰望月球，

月球也激发着人类的想象与思考。如今，随着探月工程的开

展，人类对月球有了更多科学的认知。

探测器着陆是一个复杂危险的过程，需要

“缓冲时刻”。“嫦娥钢”是根据探测器月面软着

陆需求而研制的新材料，已相继保障嫦娥三

号、嫦娥四号任务顺利实施，并且在“天问一

号”火星探测任务中应用于我国深空探测器

着陆缓冲系统。如今，“嫦娥钢”在民

用领域的应用研究正在陆续开展，包括

在珠海大桥桥梁防护示范工程、包银铁路

桥梁减震示范工程、超高速低真空管道式磁

悬浮系统示范工程等项目中的应用。不久的

将来，“嫦娥钢”会在桥梁防撞、轨道交通以及

水利、安防等领域发挥更大作用。

“嫦娥钢”，应用无限广

新一代消防服由江苏奥神新材料股份

有 限 公 司 生 产 ，采 用 嫦 娥 六 号 月 面 国 旗 染

色 技 术 解 决 聚 酰 亚 胺 颜 色 构 建 难 题 ，通 过

专 利 织 物 结 构 设 计 实 现 更 优 的 热 防 护 性

能 。 聚 酰 亚 胺 纤 维 是 新 一 代 消 防 服 的 原

料，但其本征为金黄色，要染成消防服的藏

青色难度极大。新一代消防服利用嫦娥六

号 月 面 国 旗 的 染 色 技 术 ，实 现 了 聚 酰 亚 胺

纤维染色和日晒构建同步实现的一步法新

工 艺 ，成 本 降 低 了 约 50%。 新 工 艺 所 生 产

的 消 防 服 与 现 役 消 防 服 相 比 ，损 伤 面 积 降

低了近 250%。

“中国红”，染出“火焰蓝”

玄武岩纤维是以玄武岩石（火山岩）为原

料，在 1600 摄氏度熔融后，通过铂铑合金漏

板高速拉制而成的连续纤维。由嫦娥六号月

面国旗技术延伸而来的玄武岩纤维复构纱防

火面料，最高使用温度达到 1000 摄氏度，远

超目前市面上芳纶产品 380 摄氏度的使用温

度，可以有效抵抗火场中的爆燃和高温火焰

的伤害。其独创的“卷芯纺”技术突破了无机

刚性纤维无法应用于服装面料的行业瓶颈，

使玄武岩纤维复构纱面料具有良好服用舒适

性的同时，能够经过多次水洗和摩擦依然具

有较好的亲肤性。

玄武岩，织就“防火服”

■新语R

▲嫦娥一号拍摄的中国首次月球探测工程全月

球影像图。

▲嫦娥二号近距离拍摄图塔蒂

斯小行星。

▲嫦娥六号返回样品的

典型图像。

▲嫦娥四号任务搭载

的生物科普载荷试验。

▲“嫦娥石”理想晶

体图。

▲嫦娥五号取回的月壤

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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