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嫦娥三号成功实现“零窗口发射、精确入轨”，本年度世界航天科技日历上最精彩的传奇剧在岁

末如期拉开了帷幕。而作为本剧的当然主角，嫦娥三号此刻正飞翔在 !"万公里长的茫茫奔月旅途中，然

而，她并不孤单，地球上亿万热情的民众时刻心系她，并把她看作自己向遥远月宫派出的信使，耐心而热

切地期待着她轻踏上月宫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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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自古就曾无数次幻想去拜访地球最近的邻
居———月球。自上世纪 #$年代末以来，苏联和美国
就开始在探月研究方面的太空竞赛，最终阿波罗飞
船于 %&'& 年成功登月，“迈出了人类的一大步”，
书写了人类在探月进程中辉煌的一笔。进入 (% 世
纪，曾经沉寂 ($多年的月球再度成为了各国瞩目的
焦点。随着欧洲、印度、日本和中国接连宣布自己
的探月计划，世界各国掀起了新一轮的“月球热”。
而这热度的背后除了满足人们对这个神秘星球的数
千年认识的渴望之外，当然还有十足的科学理由。

研究宇宙和地球的最佳平台

科学家认为，通过利用月面上没有人为改造和
破坏的某些本来面目研究月球，了解月球的成因、
演变和构造等诸方面的信息，有助于了解地球的远
古状态、太阳系乃至整个宇宙的起源和演变，有助

于搞清空间现象和地球自然现象之间的关系，可以
极大地丰富人们对地球、太阳系以至整个宇宙起源
和演变及其特性的认识，从中寻求有关地球上生命
起源和进化的线索。

促进科技进步的重要载体

开发月球是空前艰巨的事业，需要解决一系列
难题，这必然会带动诸如大推力火箭、巨型航天器、
高速飞行、人工智能、计算机、机器人、加工自动
化、精密仪器、遥感作业、通信、材料、建筑、能
源等工程技术以及空间生物、空间物理、空间天文
等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

为开发利用月球资源做准备

据探测，月岩中含有地壳中的全部物质元素，
约有 '$ 种矿藏。在月球岩土中，具有丰富的氧、

铁、镁、钙、硅、钛、钠、钾、锰等物质，初步估
计共含有 "万亿吨铁。此外，月球上有丰富的能源，
尤其是月球上的氦!!，是地球上所没有的核聚变反
应的高效燃料，据估计，在月壤中氦)*的资源总量
可以达到 %$$ 万—#$$ 万吨，能够支持地球 +$$$ 年
的需电量。

利用月球中转促进深空探测

月球表面的引力只有地球表面的 %,'，因此，航
天器从月球上起飞，可大大节省能源。月岩土壤中
氧占 -$"，可以就地生产推进剂和作为受控生态环
境和生命保障系统的氧气来源。硅占 ($"，可以为
航天器制作太阳电池阵，其他金属可以为航天器制
作各种部件设备。还可以用月球做中转站，为过往
的航天器进行检修和补充燃料。

进行天文观测和研究平台

月球表面的地质构造极其稳定，月球直接承受
太阳的辐射，没有大气层对光线和电波的吸收、散
射和折射等干扰，没有尘埃污染，没有磁场，月球
的背面没有人造光源和射电的干扰，地震很微小。
同时，月球有漫长的黑夜，黑夜温度极低。这种环
境为建造高精度天文观测台提供了理想的场所。

嫦娥奔月是

中国几千年来流传

的一个传说，如今，传说

变成了传奇。相信每一个观看

了嫦娥三号发射成功并精确入轨

直播的中国人，当夜一定都夜不能

寐。嫦娥三号朝登月迈出重要一步，神

州沸腾，万众欢呼，我和很多国人

一样，无法抑制的激动撞击着心

灵，以致眼眶湿润。终于盼到这一

天，传奇故事在眼前。

这个传奇还在继续演绎，在 %(月

这暖暖的冬日里将给我们在半个月的

时间里每一天都会带来惊喜，因为发射

成功后的每一步都像是创造奇迹的梦幻

大片：奔月飞行 . 天并不断修正轨道，

圆轨道绕月 - 天并观测月球，椭圆轨道

绕月 - 天并找准近月点，下降 +($ 秒后

实现安全区软着陆，择机完成月球车释

放……此后，玉兔号月球探测器将在着

陆后持续工作 *个月以上，进行月球地

质构造及资源探测。我们每天都在期

待着捕获电视和网络新闻里的嫦娥三

号旅程的最新信息，我这几天拿到

《人民日报》 就去看看以玉兔名义

发回的《探月日记》。

中国的探月工程迈出可贵

的一步。这一步，又是由一

个个小步组成的，可以说，时时

有进展，天天有好礼，那就是

一个传奇接着一个传奇。

而这一步只是整个探

月工程“绕、

落、回”三

大步的中的第二步。

不久的将来，我们还将实

现探测器的回收并从月球带回

标本。等我们这三大步完成之后，

中国的探月技术将趋于成熟，中国人

登月的日子也就不远了。

我想起了 * 年前，($%$ 年

%$月 %日，嫦娥二号发射成功，给

欢度国庆长假的国人带来特别的欢

快。那几天，我正在上海世博会的太

空家园馆采访充满喜悦的太空热。我

也同那些欢天喜地的孩子们、大人们一

样穿上太空服，扮作航天员、在模拟太

空舱边留影。我是第 %$-&((名在太空家

园馆模拟穿上太空服的观众。当时我们

每一个人的心中就是盼望着嫦娥早日登

月成功，很多人在留言簿上留下心愿。

嫦娥二号还是绕月的阶段，一转眼

*年过去了，嫦娥三号马上就要实现落

月了，玉兔号月球车马上就要开始漫步

月球之旅，进行巡视勘察，开展科学研

究。嫦娥三号是我国航天领域迄今最

复杂、难度最大的任务之一。作为我

国自主研制的首个月球探测器，嫦

娥三号 "$/以上的技术和产品

为全新研发并首次执行任务。

中国的航天人为此经过了

不懈的努力，攻克了许多科技难

关，从而为中国的太空探索计

划开启一个新的航程，一个

迈向航天强国的精确

而坚实航程。

观天看地测月有创新 数据世界分享无私念

奔月嫦娥：地球之女
本报记者 张保淑

那些吸引人类奔月的理由
珏 晓

“有人要你们注意一个
带着大兔子的可爱姑娘。在一个古老
的传说中，一个叫嫦娥的中国美女已经
在那里住了 -$$$年……你们也可以找找
她的伙伴———一只中国大兔子。这只兔
子很容易找，因为它总是站在月桂树下”。

“好的，我们会密切关注这位兔女郎。”
这是阿波罗 %%号通讯档案记录下休斯敦地面指挥中心人员与

太空中准备登月的宇航员的一段对话。它表明，中国文化中的嫦娥
奔月传说已经属于世界。今天，当中国以这个传说命名的探月计划
大踏步前进并取得里程碑式进步的时候，中国现代科技文明的象征
性符号嫦娥当然也属于全世界。换句话说，中国将与世界各国
分享嫦娥探月的科技成果，使它造福于全人类。探月工程地
面应用系统总指挥刘晓群表示，嫦娥三号任务取得的所有数

据将向全球开放，一年后，外国科学家可以通过网站自由下载
感兴趣的数据。
包括对月球在内的太空探索是人类共同的事业，从这个角度

来说，嫦娥属于全人类，中国嫦娥三号登月也理应受到各国的关
心和协助。我们高兴地看到，在嫦娥三号任务实施前，欧洲航
天局就展现出积极合作的姿态。据报道，欧洲航天局曾表
示，其地面追踪站对 %(月 (日发射的执行奔月任务的
嫦娥三号探测器予以跟踪支持。嫦娥三号探测器在月

球软着陆后，欧洲航天局将从位于德国达姆施塔特的地
面控制中心提供十分精确的定位服务。

实际上，嫦娥探月计划从开始实施时就离不开国
际合作，其一些实验就是在外国科学家协助下得以

顺利进行的。比如，嫦娥一号曾面临卫星太
阳风离子探测器定标实验难题。而法国
空间环境辐射中心在该领域最具权
威性，于是有关方面邀请该中心协
助，终于完成了两个正样发射件
和一个备份件的定标，获得仪器
分析器常数的修正，能量分
辨率的准确测定。

探测数据全球分享

嫦娥本属于全人类

软着陆考验一个民族

新足迹彪炳光辉史册

月面软着陆将迈开中国的一大步。
之后，中国将凭借月上嫦娥，换个视角
看世界。欧阳自远介绍说，着陆器之后
将得到电源，调试仪器，并给月球车供
电，打开梯子，让月球车下到月面，自
主导航前进。这样，月面探测将分两个
部分进行，即不能移动的着陆器也称
“就位探测”器和能够移动、自主导航
月球车也称“巡视探测”器，它们一
“静”一“动”相互配合，形成一个探
测组合。

与美国等国家进行的月球探测相
比，嫦娥三号的月球探测有哪些特点
呢？欧阳自远认为嫦娥的探测具有很强
的创新性，他甚至用史无前例来描述。
他说，着陆器承担的两项重要任务即
“观天”和“看地”之前没有过。他进
一步解释说，着陆器装备了一台天文望
远镜，从而开月基天文观测先河。可以
利用月球上的真空，获得天文学家梦寐
以求的观测环境。

在“看地”方面，着陆器将探测地
球外面等离子体层的

结构和它密度
的变化，进而了解地
球空间环境变化。月基地
球观测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一方面视野开阔，一看就是
半个地球，另一方面连续时间
周期长，可以连续观察 %-天。

欧阳自远指出，月球车上也
装备了之前月球探测所没用过的装
备，在巡视探测时可以获得新的探测
数据。他说，月球车底下装备了一台
探测雷达，在巡视探测时发射雷达波到
月面以下，探测 ($ 米深月壤层结构状
况和 %$$米深月球结构。

中国嫦娥登月是在新时期新科技
环境下进行的，因此其月球探测
活动无论是目标和探测工具都
必然反映新时期新环境的
特点，决不是对美国、苏
联探测活动的重复，将
大力推进人类对月
球、地球和太空
新的认知。

动静结合多维度探测

所得数据推进新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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嫦娥三号着陆器示意图 嫦娥三号巡视器模型

“落月”和“探测”无疑是传奇
剧的高潮，而前者是后者顺利进
行的前提，也是嫦娥三号完成我国
探月工程三步走目标中第二步目标
的最重要使命之一。中国探月工程首
席科学家欧阳自远指出，只有掌握安
全落月技术，我国才真正具备到达地
外天体的能力。然而，安全落月即实
现月球软着陆极具挑战性。苏联月球
探测器就多次失败，不是与月球失之
交臂，就是与其撞个“满怀”。

月面软着陆为什么那么难呢？对
此，欧阳自远解释说，这是月球独特
的环境造成的。由于月球没有大气
层，探测器不能采用降落伞实现软
着陆，只能用火箭反喷对冲着陆冲
击力。但是月球的重力场和地貌与
地球有很大不同，这给火箭反喷式
软着陆带来很大风险。月面软着陆
无论多难都是必须越过的一道坎
儿，中国科学家精心设计了一整套
解决方案。一是精心选择着陆区。
根据嫦娥一号、嫦娥二号和外国
月球探测器获得资料数据，最终
将雨海西北部相对平坦的虹湾地
区作为目标着陆区。二是精心
设计嫦娥三号。让“玉兔号”
月球车藏身在着陆器里。
通过提升着陆器对环

境的智能化感
知水平和行
为调整能
力 ，

让其具有强大的自主避险能力，提高
软着陆成功率。

嫦娥落月的真实场景当然要到本
月中旬才能呈现在我们面前，但欧阳
自远现在就能给我们预先大体描述该
场景。他说，嫦娥三号首先要以恰到
好处的速度飞到月球附近并被其捕捉
而成为其卫星。之后，嫦娥三号要择
机进行减速，经过主减速段、快速调整
段、接近段、悬停段、避障段、缓速下降
段 '个阶段的减速，实现从月距面 %.

公里高度安全下降至月球表面。
欧阳自远强调，为选择合适着陆

点，嫦娥三号将像直升机一样悬停。
在离月面约 %$$ 米高处时，底下的相
机就会通过拍照进行反馈信息。比如
发现下面有大坑，它就会自己平移，
等照相机感知到地面状况适合了，才
会降落。直到离月面 - 米高时再度悬
停，反推发动机关机，实现安全着陆。
之后，太阳能电池板打开，接收来自
太阳的能量，携带的仪器经过测试、
调试后，开始工作。

欧阳自远表示，嫦娥三号的软着
陆演练我们已经在地面进行过无数次，
但是毕竟是在地球上演练，真实的场
景要复杂得多。我们必须严谨细致地做
好各项工作，使中国探测器
在地外天体上留
下彪炳史册的
第 一 个 足
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