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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11个飞行过程

进入环月轨道飞行，只是嫦娥六号漫长飞行任务中的
一环。

据专家介绍，嫦娥六号探测器需经历发射入轨段、地
月转移段、近月制动段、环月飞行段、着陆下降段、月面
工作段、月面上升段、交会对接与样品转移段、环月等待
段、月地转移段和再入回收段等 11 个飞行过程。每个阶
段环环相扣，好比接力赛，每一棒都必须成功。

与之前的嫦娥五号探月任务不同，嫦娥六号采用的是
月球逆行轨道，其飞行方向与月球的自转方向相反。专家
介绍，采用逆行轨道能够提升探测器与月球之间的相对速
度，让环绕器更好地稳定在环月轨道上，并避免改动探测
器太阳翼、敏感器等器件的安装位置。

嫦娥六号从发射到返回地面，整个过程需要 53 天，
比嫦娥五号多花1个月时间。这些多出的时间，主要用于

“等待”合适的落月时机。
嫦娥六号任务副总设计师王琼说，由于嫦娥六号探测

器将在月背着陆，降落前，其轨道面需调整到与着陆点共
面的位置，这一过程需多等待 20 多天。在鹊桥二号中继
星的支持下，嫦娥六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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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
后，着陆器上升器组合体将实施月球背面着陆，按计划开
展月球背面采样以及返回任务。

高效开展月壤采集

嫦娥六号的预选着陆区为月球背面南极—艾特肯盆
地。该盆地是整个太阳系中已知的最大撞击坑之一，被认
为是月球上最大、最古老和最深的盆地，是月壳演化3个
独立的地体之一，可能保存了月球上古老的岩石，具有
重要的科研价值，有望助力人类进一步分析月壤的结
构、物理特性、物质组成等，并深化对月球成因和演化
历史的研究。

月球背面不如月球正面那样平坦，着陆区的选择及精

准着陆是任务的难题之一。为此，嫦娥六号在落月过程中
将通过多种技术手段，调整到理想的着陆区域。

月背采样的“挖土”过程同样具有不确定性。王琼
说，对于着陆器下方的月球浅表层结构，必须等到嫦娥六
号探测器抵达月球后，借助探测仪才能知道具体情况。

嫦娥六号着陆后，着陆上升组合体将采用钻取和表取
两种采样方式，完成月壤的取样和封装。同时，有效载
荷、国际载荷开展就位探测。

所谓表取，是用类似于人手的“铲子”采集月壤，钻
取则可深入月球内部钻取月壤岩芯。虽然嫦娥六号会在月
球上工作两天，但由于身处月背，受限于中继星覆盖时

长问题，嫦娥六号探测器的工作时间将缩短至 36到 40个
小时，这对地面人员以及探测器的工作效率提出了更高
要求。

在完成月面工作后，上升器将携带月球样品在月面起
飞，通过实施4次轨道机动，采用多圈多脉冲共面椭圆轨
道交会策略，导引至高度为210公里的环月圆轨道上，与
轨返组合体实施交会对接。

开放国际合作机会

嫦娥六号任务提供了开放的国际合作机会，务实的国
际合作是本次任务的一大特色。

2019年4月，国家航天局对外发布了《嫦娥六号任务
国际载荷合作机遇公告》，通过对两批次国际载荷搭载项
目建议的征集、遴选，最终嫦娥六号搭载了 4 个国际载
荷，包括法国氡气探测仪，对月表氡气同位素开展原位测
量；欧空局月表负离子分析仪，对月球表面负离子进行探
测，研究等离子体和月面的交互作用；巴基斯坦立方星，
开展在轨成像任务；意大利激光角反射镜，作为在月球背
面的定位绝对控制点，可以与其他月球探测任务开展联合
测距与定位研究。

5月8日16时14分，嫦娥六号任务搭载的国际载荷之
一巴基斯坦立方星与轨道器在周期 12 小时环月大椭圆轨
道的远月点附近分离，随后成功拍摄第一幅影像。巴基斯
坦立方星项目实现“成功分离，获得遥测”的既定目标，
取得圆满成功。巴基斯坦立方星是由巴基斯坦空间技术研
究所和上海交通大学于 2023 年初启动联合研制，2024 年
按计划完成与探测器的总装、测试和发射场准备。巴基斯
坦立方星项目成功验证了纳卫星月球轨道探测技术，探索
了中巴月球与深空探测任务合作模式，为后续任务中双方
更深入的合作奠定了基础。

当前，中国正在加快推进国际月球科研站大科学工
程。前不久，国际月球科研站新增尼加拉瓜、亚太空间合
作组织、阿拉伯天文学和空间科学联盟3个合作国家、机
构。嫦娥六号任务总设计师胡浩表示，中国探月工程向来
重视国际合作，合作之门始终对国际社会敞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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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前往月球探索的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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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中国探月工程四期的“关键一环”，嫦娥六号将完成月背采样返回
等重要任务。自5月3日顺利升空以来，嫦娥六号的探月之旅吸引全球关
注。在50多天的旅程中，嫦娥六号要经历哪些考验？为什么要到月球背面
取土？哪些国家的载荷跟着嫦娥一起奔月？

协同创新是深入落实京津冀协
同发展战略的重要着力点，是培育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内容。

依托天津大学、南开大学等高
校建设的天开高教科创园 （简称

“天开园”），即将迎来开园一周
年。目前，这座园区新注册企业超
1600 家，并成为京津冀国家技术创
新中心天津中心的重要载体。

天 津 市 科 技 局 局 长 朱 玉 兵 介
绍，在天开园新增注册企业中，北
京来源企业 128 家、河北来源企业
78 家，合计占比达 12%，天开园已
成为京津冀三地创业者投资兴业的
新沃土。

产业协作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
实体内容和关键支撑。去年三地共同
绘制了氢能、生物医药等 6 条重点产
业链图谱。天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局
长尹继辉介绍，为进一步提升区域产
业链竞争力，近期三地共同制定了推
动6条重点产业链图谱落地的行动方
案，围绕“堵点”招商、“卡点”攻关，全
力打造产业协作“实景图”。

滨海新区是推进京津冀产业协
作的主阵地。位于天津经开区的
SEW-传动设备 （天津） 有限公司
内，总投资1.5亿美元的智能装配中
心正在进行最后的设备调试工作，
预计下月正式投用。公司负责人介
绍，该项目将持续引入德国智能制
造电子产品，进行本土化生产，预
计新增产能 30 万台套，为京津冀乃
至全国智能装备制造业产业升级提供系统解决方案。

产业体系融合离不开便捷的交通作为支撑。几
天前，装载着 1700余辆进口商品车，我国自主设计
建造的清洁能源远洋汽车滚装船“上汽安吉申诚”
号，首次靠泊天津港环球滚装码头。

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主任王志楠表示，作为
京津冀“海上门户”，天津港智慧、绿色、枢纽港口
建设再创佳绩——大型集装箱设备自动化占比超过
60%，焦炭货类现场作业实现 100%清洁运输，设立
北京服务中心、入驻雄安综合保税区，环渤海内支
线重箱运量同比增长25.2%。此外，中国北方最大的
邮轮母港天津国际邮轮母港也成功复航，陆续迎来
国际豪华邮轮访问……

不仅是港口，目前京津雄 0.5 到 1 小时通勤圈、
京津冀主要城市 1到 1.5小时交通圈加速形成，激发
三地文旅和民生产业协同发展。

三地共下“一盘棋”，协同发展谱新篇。此次座
谈会上，京津冀三地有关方面集中签约 13个合作协
议和产业合作项目，内容涵盖协同创新和产业协
作、低碳减排、公共服务一体化等多个领域，推动
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

（据新华社电 记者王宁、郭方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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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贸易服务
畅通进出口渠道

依托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大力

发展医药产业，积极与东盟国家开展中药材种植、研发等合

作，根据《进口药材管理办法》关于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实

施首次进口药材审批的规定，推进网上办理绿色通道，快速提

高通关效率。广西是全国首批中医药服务贸易先行先试重点

区域之一，有玉林国家级中药材专业市场及5个药材进出口口

岸，防城港市获批建设国家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试验区。广

西着力成为面向东盟国家的中药材进出口重要通道，在此集

散交易的中药材进而销往全国并出口日本、韩国等国家及地

区。高标准、高质量建设2馆2部2中心，助力打造“千亿元”规

模中医药产业。2022 年，广西中医药大学被认定为第二批特

色服务出口基地（中医药），截至目前，累计提供中医药贸易服

务700余人次。

开展对外交流
积极搭建合作平台

广西发挥中国—东盟博览会的促进作用，加强中国—东

盟传统医药交流合作中心建设，成功举办7届中国—东盟传统

医药论坛、5届中国—东盟传统医药健康旅游国际论坛和13届

中国（玉林）中医药博览会，形成以东盟国家为主、覆盖40多个

国家和地区的中医药领域对外交流合作新布局。广西药用植

物园承办第十六届国际传统药物学大会、健康中国与药用植

物园建设学术论坛等国际会议，邀请来自 30多个国家和地区

的近 2000名学者参会，助力推动“健康丝绸之路”建设。依托

各类中医药机构，建设一批对外交流合作示范基地。支持广

西壮医药国际合作交流基地和中国—东盟药用植物保护与利

用合作基地培育项目建设。支持条件成熟的中医医疗机构、

科研院所以及中医药院校与包括东盟国家的“一带一路”共建

国家开展文化交流活动，推动中医药文化向海外传播。

加强保护利用
拓宽中医药合作范围

支持广西中医药大学成立“中国—东盟传统药物研究国

际合作联合实验室”，联合东盟多国150名专家历经5年编撰的

《中国—东盟传统药物志》（中英文版）已正式出版。支持广西

药用植物园与东盟国家联合开展药用植物资源普查合作，与

老挝等 36个国家的相关机构签订了药用植物资源保护、利用

合作协议，共同推进药用植物生物多样性保护，其中，与老挝

卫生部传统医药研究院等来自19个国家和地区的相关机构签

订了《关于药用植物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合作备忘录》

《共同推进柬埔寨药用资源保护、利用和建设合作框架协议》

等合作协议40余项。广西药用植物园与老挝卫生部共同编写

了《老挝草药典》。

推广远程服务
加强中医药领域交流合作

广西中医药大学在马来西亚成立的“广西—马来西亚中

医药中心”为当地民众提供优质的中医药服务，与越南传统医

药大学开展“中国—越南中医药中心（暂定名）培育项目”基础

建设。推广壮医医学，在柬埔寨、老挝等国家医疗机构提供壮

医服务，与新加坡、泰国等国家医疗机构签署合作协议，建立

中国—东盟民族医药远程诊疗试点平台，进一步扩大中医药

影响力。

数据来源：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医药管理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