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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月球“考古”

历经53天、11个飞行阶段，嫦娥六
号任务是中国航天史上迄今为止技术水
平最高的月球探测任务。

国家航天局副局长卞志刚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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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测量，嫦娥六号任务采集月球样
品 1935.3克。嫦娥六号任务总设计师胡
浩说，嫦娥六号从月背采集到的月壤状
态和月球正面月壤相比，细腻、松散的
状态“似乎不太一样”。

迄今为止，人类采集到的10余份月
球样品都是来自月球正面。嫦娥六号首
次实现月球背面样品采集，有望为研究
月球的二分性、完整了解月球的历史提
供机会。

嫦娥六号采样地点位于月背的南
极-艾特肯盆地，这里受到早期撞击事
件的抛射，很可能可以挖掘到深部物
质，采集到月球深部甚至月幔的样品。
嫦娥六号任务副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
国家天文台研究员李春来分析，此处采
集的样品在矿物化学成分上可能与正面
样品有非常大的差别。

“这为科学家了解月球内部结构和
物质成分提供了很好的机会。” 李春来
说，“研究这些样品有助于揭示月球背
面特有的地质构造和物质成分的差异，
更全面地理解月球的地质演化历史，实
现科学研究的重大突破。”

开启科研新阶段

近日，嫦娥六号任务月球样品正式
交接给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入
住”月球样品实验室，地面应用系统的
科研人员将按计划开展月球样品的存储
和处理，启动科研工作。这标志着嫦娥
六号任务由工程实施阶段正式转入科学
研究新阶段。

中国科学院表示，将认真做好月球
样品的存储、制备和处理，继续以月球
样品研究为契机，进一步加强合作交
流，夯实各类科研和学术交流平台，广
泛汇聚科研力量，加快实现原始创新重
大成果产出。

2020 年 12 月 17 日，嫦娥五号从月
球带回1731克月壤样品，这是人类首次
获得的月表年轻火山岩区样品，也是中
国科学家第一次拥有属于自己的地外天
体返回样品。截至目前，国家航天局已
向国内 131 个研究团队发放 7 批次共
85.48克科研样品，产出科技论文 100多
篇，在月球样品的基础物理特性、物质

组成、晚期火山活动以及月表太空风化
和羟基水等方面，刷新了人类对月球科
学的认识。例如，通过测定月壤样品形
成年代，将月球火山活动结束时间推迟
约 8 亿年，还发现了月球第六种新矿物

“嫦娥石”等。
对嫦娥五号月壤的研究，推动了中

国行星科学的发展，培养了行星科学研
究的人才队伍，初步形成科学、技术、
工程融合创新发展。“有了嫦娥五号月壤
研究的积累，我们对嫦娥六号样品研究
充满期待，也满怀信心。”中国科学院地
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贺怀宇说。

共享共用探测成果

嫦娥六号任务搭载了多台国际载
荷，包括欧空局月表负离子分析仪、法
国氡气探测仪、意大利激光角反射器、
巴基斯坦立方星等，务实高效的国际合
作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和好评。

其中，嫦娥六号探测器实施近月制
动后，巴基斯坦立方星成功分离，拍摄
并成功回传了月球影像图，中国国家航
天局也向巴方交接了立方星数据。法国
氡气探测仪的探测任务成功完成，成为
月球背面的“永久”居民。嫦娥六号任
务期间，中法两国的科学家、工程师与
科技人员组成合作团队，在国家天文台
参与氡气测量仪的运行工作，这是中法

在深空探测领域的首次合作。
针对嫦娥六号样品及数据的国际合

作，国家航天局国际合作司负责人刘云
峰表示，国家航天局先后制定了月球样
品管理办法和月球样品及科学数据的国
际合作实施细则，详细公布了月球样品
研究的申请流程和开展月球样品国际合
作的具体信息。中方欢迎各国科研人士
按照有关流程提出申请，共享惠益。

嫦娥六号任务之后，中国还将实施
嫦娥七号、嫦娥八号任务。嫦娥七号的
任务主要是对月球南极部分的资源进行
勘察，嫦娥八号则将对月球资源的原位
利用开展技术验证。后续中国还将与国
际同行共商共建，建设国际月球科研
站，共享、共用月球探测成果。

据介绍，嫦娥七号任务已经遴选了
6 台国际载荷；嫦娥八号任务向国际社
会提供约 200 公斤的载荷搭载空间，已
收到30余份合作申请。在国际月球科研
站项目中，国家航天局已经与10多个国
家、国际组织签署了合作协议，将与合
作伙伴一起就未来项目的任务、设计、
联合实施和科学数据共享等开展多种形
式的合作。

卞志刚说，后续嫦娥七号、嫦娥八
号，行星探测工程天问二号、天问三号
等任务正在按计划推进。“我们期待与
更多国际同行携手，深入开展多种形式
的航天国际交流合作。”

嫦娥六号月壤
蕴藏哪些月球奥秘？

本报记者 刘 峣

本报电（陆宁远） 2024 年世界移动通信
大会 （上海） 近日落幕。本届大会以“未来
先行”为主题，深度聚焦“超越 5G”“人工
智能经济”和“数智制造”三大前沿领域，
吸引了来自全球124个国家及地区的近4万名
行业精英与专家亲临现场，共同探讨人工智
能、5G技术创新以及智能制造如何重塑全球
移动通信行业的未来格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
年 5月底，中国累计建成 5G 基站 383.7万个，
占全球5G基站总量的60%，5G用户数占全国
移动通信用户数的 50%以上。据了解，相关
部门、业内企业将持续推动创新引领，加快
5G-A、人工智能、量子通信等新一代信息技
术创新，有序开展 5G-A 技术规模商用，深
挖信息通信技术融合应用潜力、激发产业发
展动能。

中国移动董事长杨杰表示，当前人类社
会正迈入以信息为主导、信息和能量深度融
合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即“数智化革命”，新
质生产力加速形成。信息通信业发挥着经济
社会转型赋能者、科技创新突破引领者、基
础设施演进推动者的重要作用。据介绍，在
数智化潮流中，中国移动计划通过全面推进

“人工智能+”（AI+） 行动，通过推进“AI+
原 生 应 用 ”“AI+新 兴 技 术 ”“AI+未 来 产
业”，为千行百业、千家万户注智赋能，促进
新一代信息技术创新突破，加快多域智能集
成应用。此外，面向信息科技前沿和产业共
性需求，中国移动将持续强化前沿创新，强
化算网大脑、多模态大模型、隐私计算、内生安
全等关键技术研发，一体推进 5G 和 6G 演进，
加快新型网络架构、通感算一体等技术突破，增强原始创新能
力，聚力厚植新质生产力的创新沃土。

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赵志国在大会上发出倡议：技
术创新是产业发展的根本动力，要加快推进5G与新一代信息
技术，特别是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系统布局 5G 轻量化与
5G-A技术研究、标准研制、产品研发，加快推进商用部署；
深入开展 6G 关键技术研发，为 6G 标准制定、产业发展奠定
坚实基础。

据新华社电（记者王丰）《超大
城市数字电网深圳实践白皮书》 近
日在广东深圳发布，白皮书阐述和
构建了超大城市数字电网的概念与
内涵、评价体系，并指出深圳依托

“能源+数据”“电力+算力”构建的
超大城市数字电网，已具备“广泛
连接、全息感知、数智驱动、开放
共享”的特征。

该白皮书由南方电网深圳供电
局联合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中关
村信息技术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联
盟、国家信息中心等编制，提出了
超大城市数字电网“全域设备数字
化、生产运营智慧化、安全防控立
体化、生态共创协同化、城市赋能
敏捷化”的实施路径。

数据显示，2023 年，深圳每度
电支撑GDP产出达30.66元，同比提
升1.66%。高效背后是数字化手段发
挥的价值：目前深圳电网已完成
5300公里输电线路、130公里输电管
廊三维建模，输电线路巡视、隐患
排查全流程数字化；建设高速智能
专网，全域变电站设备状态实时感
知；建设高标准自愈型智能配电
网，约八成用户在故障来临时可快
速复电……

“我们充分激活电力数据价值，
让‘会思考的电网’助力城市从治
理向‘智’理跨越，让城市更绿
色、更宜居。”南方电网深圳供电局
创新与数字化部副总经理邱海枫介

绍，在电网侧，为让城市每一寸土地达到综合效益
最优，深圳深度运用数字化城市空间模型，促进数
字电网与城市建筑、绿地等其他公共设施规划建设
的协同。

在用户侧，深圳发布城市建筑领域碳排放监测
与管理系统，精准计算出全市4万栋建筑物的碳排放
量及用能强度等关键指标，更有针对性地降低建筑
能耗；上线居民低碳用电“碳普惠”应用，引导市
民绿色生活，至今共有超 80 万户家庭开通碳账户，
累计减碳量约2.6万吨。

近日，中国探月工程嫦娥
六号任务圆满成功，实现世界
首次月球背面采样返回，带回
月背样品1935.3克。

从月球背面采集的土壤有
何不同之处？样品的分析和研
究将如何开展？从中可以发现
怎样的月球奥秘？

▶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举行的嫦娥六
号返回器开舱仪式现场，科研人员取出月球样
品容器准备称重。

新华社记者 金立旺摄

北极地区被广泛认为是全球气候变化
最为强烈的地区。其中，斯瓦尔巴群岛作
为北极变暖的前沿地区，其温度变化对全
球气候系统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首个北极科考站黄河站位于斯瓦
尔巴群岛新奥勒松地区。数十年来，中国在
极地尤其是北极地区的科学考察不仅扩展
了对冰冻圈的理解，为全球气候变化研究提
供了重要数据支持，还通过国际合作和知识
共享等推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

填补多项数据空白

深一脚、浅一脚，迎风冒雪，登上新
奥勒松冰川取雪采样，再乘船返回科考

站，通过同位素离子分析仪等仪器分析样
品中硫酸根、硝酸根等离子的输送和沉积
过程，利用模型分析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
的影响走势——这是中国科学家胡正毅在
北极冰川科考的日常工作之一。

自黄河站2004年建站以来，中国科研
人员持续监测北极环境变化，收集冰川、
陆地生态、海洋生态、空间物理等方面的
数据。如在冰川研究方面，中国科研人员
持续监测冰川表面物质平衡数据、冰川运
动数据、消融区和积累区 10 米深冰川温
度，以及冰雪样品分析数据等；在生态

（海洋和陆地） 研究中，中国科研人员通
过定期采集样品，分析生态种类、分布、
年际或季节性变化。

中国北极科考持续监测提供了大量关
于气候变化的关键数据，对理解和应对全
球气候变化具有重要意义。在对北极快速
变暖的观测监测方面，中国科考成就已帮
助科学界更准确地预测全球气候变化趋
势。中国连续多年的实地观测和数据收
集，填补了极地冰川海洋、陆地、气象、
地质和生物生态数据空白，对优化全球气
候变化模型至关重要。

揭示气候变化模式

北极地区的气温升高速度比全球平均
速度快两倍甚至更多。数据显示，过去60
年，斯瓦尔巴群岛的气温显著上升，这一

现象在新奥勒松地区尤为明显。
胡正毅的科考结果显示，与美国阿拉

斯加和中国北部区域相比，斯瓦尔巴群岛
降水更少、冰川消融更强。中国科研人员
类似这样的研究成果还有很多，例如在冰
川物质平衡、海冰厚度和范围、大气化学
成分等方面的研究揭示了北极海冰减少和
冰川退缩的速度、北极冰川对全球变暖的
响应、其对全球海平面上升和气候模式的
影响，提供了预测海平面上升的重要依据。

中国北极科考提供的相关数据不仅有助
于科学界理解北极地区在全球气候系统中的
关键作用，也为全球气候模型提供了关键参
数，帮助科学家更准确地预测气候变化的趋
势和影响，采取有效措施应对气候变化。

例如，“雪龙2”号极地科考船已多次
执行极地科考任务，提供了高质量的海洋
和气候数据，支持全球气候模型的改进；
冰川物质平衡研究揭示了北极冰川对全球
变暖的响应，提供了预测未来海平面上升
的重要依据。

促进知识共享

中国积极参与国际极地研究合作，通过
与北极国家和国际科研机构的合作，分享数
据和研究成果，推动了全球极地研究的进
展，为北极地区的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政
策提供科学依据，支持全球气候治理框架。

中国参与了国际北极科学委员会和北
极理事会的相关工作，促进了极地科考信
息共享和全球政策制定。在联合科考和数
据共享方面，中国与挪威、俄罗斯、德
国、泰国等国建立了合作关系，增强了全
球气候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同时，中国通过发布极地科考成果和
开展科普活动，包括科学报告、展览、媒
体宣传和北极云科考—走近黄河站等，提
升了公众对气候变化的认识和理解，增强
社会各界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关注以及对极
地保护和气候行动的支持。

（据新华社电 记者郭爽、张玉亮、
李超）

中国北极科考
为应对气候变化作出独特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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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双岗街道开设暑期公益课
堂。街道依托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活动室及辖区专业机构资
源，开设科技、劳动教育、美术音乐、体育运动等8个类别的
公益兴趣课堂，让孩子们享受丰富多彩的暑期生活。

图为小学生在公益课堂上体验无人机操控。
赵 明摄（人民视觉）

安徽合肥：

暑期公益课堂开班

在挪威斯瓦尔巴群岛，中国科考队员徒步前往
东洛文冰川采样点。 新华社记者 赵丁喆摄

在挪威斯瓦尔巴群岛在挪威斯瓦尔巴群岛，，中国科考队员徒步前往中国科考队员徒步前往
东洛文冰川采样点东洛文冰川采样点。。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赵丁喆赵丁喆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