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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嫦娥四号任务月球车全球征名活动揭晓，月球车命名为“玉兔二号”。201 8年
1 2月8日2时23分，探月工程嫦娥四号任务着陆器和巡视器 （月球车） 组合体发射升空，
201 9年1 月3日1 0时26分成功着陆月球背面，随即着陆器与巡视器分离。

嫦娥四号成功落月，在国际上首次实现月球背面软着陆和巡视探测，首次实现地月拉格
朗日L2点中继通信与探测，首次实现低频射电天文观测与研究。为使承担月球背面巡视探
测任务的嫦娥四号月球车的名称，充分体现广大群众乃至全球华人的意愿，由中国国家航天
局探月与航天工程中心联合相关单位，共同组织了嫦娥四号任务月球车全球征名活动，经历
了征名提交、评委函审、入围初审、网络投票、终审评审五个阶段。

201 8年8月1 5日月球车征名活动启动后，海内外各行各业民众积极参与，年龄最大的
94岁，最小的7岁。广东广播电视台与广州市白云区江高镇中心小学联手，共同组织了“为
探月工程嫦娥四号任务月球车”征名活动。北京中关村第一小学以“来点儿科学，创享未
来”为开学典礼主题，发动孩子们积极参与嫦娥四号任务月球车征名活动。

在提交名称的22天里，共收到民众提交嫦娥四号任务月球车的名称近4.3万个，在合并整

理重复的提名后，最后确认有效名称约1 .5万个。
从嫦娥四号任务月球车全球征名活动看，广大参与者查阅资料，引经据典，体现了对

中华民族文化的喜爱和传承。有的在提交的名称中，引入了嫦娥奔月、玉兔捣药、天狗食
月、吴刚伐桂、蟾宫折桂等文献神话记载。有的源于古代传说故事，包括后羿、吴刚、金
蟾、玉蟾、天狗，甚至天蓬、八戒、牛郎、织女。有的参阅了诗词经典名句，还有的直接
引用了古代名人作为嫦娥四号月球车的名称。

很多提交的名称还体现了中国探月“追逐梦想、勇于探索”的理念和追求。类似于开
拓、创新、求索；先锋、使命、勇气；巡天、远征、腾飞；追月、问月、觅月；无畏、奋
进、跨越等字眼，出现在很多提交名称之中。很多群众在提交名称的说明中表示，嫦娥四
号任务实现人类首次着陆月球背面，谱写的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锐意创新的壮丽篇章，
是中国人民攀登世界科技高峰的又一壮举。

还有很多征名活动参与者认为，我们现在正处于全体中华儿女戮力同心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时期，探月工程取得的成就不仅体现了中华民族与生俱来的探索进
取的本质特征，更是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不断追求，体现了对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祝福和期望。有的提名为“揽月”，表示：伟大的时代，开创伟大的事业，

“可下五洋捉鳖，可上九天揽月。”有的提名为“光明”，认为：探索未知世界，成就光明未
来，是人类崇高的精神追求，体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内涵。

更多群众对“玉兔”一往情深，建议嫦娥四号任务月球车应该使用“玉兔二号”，这反
映了中国探月工程命名为嫦娥工程的文化渊源，与嫦娥三号“玉兔号”、嫦娥四号中继星

“鹊桥号”一脉相承，既容易为广大群众接受，又便于记忆和传播。同时，玉兔善良、纯
洁、敏捷的形象与月球车的构造、使命既形似又神似，反映了我国和平利用太空的立场。

为提高征名的质量，主办单位成立了由航天科技方面专家、高校语言文化名人和国家
主流媒体总编组成的23人评审委员会。首先由评委对所有提交的名称进行函审筛选，推荐
了153个名称进行入围初审。然后于201 8年9月28日组织了初审评审，经过讨论、交流和
最后投票，选出了“逐梦、光明、玉兔二号、探索、征途、精灵、无畏、望舒、行者、金
兔”10个入围名称，再由广大群众对入围名称进行网络投票。从9月20日到1 0月1 0日，
新华社客户端、中国网、腾讯网，共计收到投票45万张。

在网络投票的基础上，评委进行了终审评审。大家从世界航天史上月球车、火星车名
称，谈到对嫦娥四号任务月球车的命名；从中华民族文化传承的特色出发，对入围名称进
行点评；从汉语言文字和易于传播的角度，提出了各自的见解。还有的评委从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切题，阐明自己的观点。在充分讨论后，评委们投下自己庄严的一票，
再与公众投票结果加权计算排序，“玉兔二号”最终以最高分入选。

苍茫一去40万公里

为了月背完美软着陆那一刻，中国“嫦娥”努力了多少年？这其
实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因为奔月实在是一个远古就有的东方梦
想。“岁月不居，时节如流。”东方梦想在斗转星移之间逐渐照入现
实。随着中国探月计划于本世纪初立项启动，嫦娥一号、二号、三号
探测器陆续升空，接连实现了绕月、撞月探测，月面正面虹湾地区软
着陆等探测任务。

作为嫦娥三号的备份星，嫦娥四号探测任务被确定为实现人类探
测器首次在月球背面软着陆。2018年5月21日，嫦娥四号中继星“鹊
桥”于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由长征四号丙运载火箭发射升空。之后，其
顺利进入距月球约 6.5万公里的地月拉格朗日 L2点的 Halo使命轨道，
成为世界首颗运行在该轨道的卫星。6 个多月后，嫦娥四号发射升
空，奔月之旅正式拉开大幕。此后，仅经过一次轨道修正，嫦娥四号
就顺利运行至月球附近。

2018年 12月 12日，测控中心对其实施近月制动，成功实现了太
空精准“刹车”，嫦娥四号被月球引力捕获，进入环月轨道运行。12
月30日，飞行控制中心对嫦娥四号实施降轨控制，使其进入近月点高
度约15公里、远月点高度约100公里的预定月球背面着陆准备轨道。

至此，嫦娥四号飞越了约40万公里漫漫旅途，顺利进入软着陆备
战状态，为惊鸿一落做好了充分准备。全球航天爱好者都屏气凝神，
等待其月背着陆、创造人类月球探测历史的那一刻。

精准实现月背“盲降”

嫦娥四号完美月背软着陆已成为探月史上的经典。此刻，当我们
回首整个软着陆过程时，大可以带着几分轻松与惬意，然而彼时又克
服了怎样的困难呢？

首先，地形险要、起伏不定，使软着陆面临“一失足成千古恨”
的风险。中国科学家综合科考价值和太阳光照射情况，为嫦娥四号精
挑细选了预定着陆区，即位于月背南极艾肯特盆地的冯·卡门撞击
坑，虽然该地是相对平坦的盆地中的“坑”，但是月球背面整体上地
势高低起伏不定，盆地区域内部环境仍然复杂多样。用中国探月工程
总设计师吴伟仁的话来概括，嫦娥四号软着陆就好像在崇山峻岭的云
贵川地区着陆一样，难度可想而知。为了以防万一，科学家将距离
冯·卡门撞击坑不远的克雷蒂安撞击坑确定为备选着陆区。

其次，通信延迟、近乎盲降，使软着陆地面控制实际上失去了及
时干预能力。对于月面软着陆，中国航天人其实并不陌生。2013年，
嫦娥三号就曾在月球虹湾地区完美实施过。但是，那次嫦娥是在月球
正面的虹湾地区实施的软着陆，地面控制系统尚且可以直接完成与其
通信，进行干预指导。这次月背软着陆，地面控制中心必须通过鹊桥
中继星与其实现数据传输，较长的通信时间延迟使得对于情况瞬息万
变的着陆过程进行干预指导变得无比困难，对于地面来说，嫦娥四号
的落月事实上就是一场自主、自助的“盲降”。

为降低“盲降”带来的风险，地面测控中心可谓做足了准备。一
方面尽可能通过各种渠道方式，把目标着陆区的各种参数和信息注入
嫦娥四号，使其提前做到“心中有数”。另一方面，给其提供最先进
的软硬件装备。在着陆器“腿”上下功夫自然不必说了，相关团队专
门选择了特殊铝合金材料，设计了具有良好缓冲作用的结构，确保其
落得稳、站得好。在智能化上下功夫，让着陆器会思考、会选择。相
关团队给着陆器装配了测距测速敏感器，让它睁大慧眼，自主精准判
断地形地貌，选择最佳落脚点。

2019年 1月 3日早上，惊心动魄的软着陆过程开始了。嫦娥四号
在地面指令的操控下，在近地轨道15公里处开始减速下降并调整登陆
姿态。在登陆发动机作用下，嫦娥四号垂直下降。在距离月面100米
处，“嫦娥”稍作停留，悬停空中，再次进行障碍物和坡度识别，选
择好理想着陆点，而后缓缓落下，稳稳立在月背之上。精准！完美！

“玉兔”翩然而下入月宫

完美落月消息传遍全球，掌声欢呼声一片。然而，对于中国航天
人来说，却没有片刻放松，创造探月历史的光辉一刻只是一个新的起
点，嫦娥四号落月之后依然任重道远。而接下来首先要完成的是巡视
器也就是俗称的月球车与着陆器分离。

嫦娥四号探测器分为两个组成部分，即着陆器和巡视器。顾名思
义，前者是用来完成软着陆功能的，可以进行月面固定探测。后者也
叫月球车，将在月面行走，开展月面巡视探测。通过嫦娥三号任务的
实施，我们对两者有了比较多的认识。在实现月面软着陆之后，把

“隐身”于着陆器的巡视器释放到月面上，实现两者之间的分离是一
项难度较高的工作。

完美落月后，科技人员按计划开展了着陆器与巡视器分离的各项
准备工作，对鹊桥中继星状态、着陆点环境参数、设备状态、太阳入
射角度等两器分离的实施条件，进行了最终检查确认。1月3日15时
07分，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鹊桥中继星，向嫦娥四号发送两器
分离指令。随后，巡视器开始向转移机构缓慢移动。转移机构正常解
锁，在着陆器与月面之间搭起一架斜梯，巡视器沿着斜梯缓缓驶向月

面。当晚 22时 22分，巡视器踏上月球表面，在月壤上留下两道“脚
印”。着陆器相机拍下了其车轮在转移机构上的大特写和驶上月球表
面的经典一刻，并将其通过鹊桥中继卫星传输到地面，一时间，火遍
全球。这是中国第二台在月球着陆的巡视器，也是有史以来踏上月背
的第一台巡视器。

在这激动人心的一刻，国家航天局揭晓了嫦娥四号任务月球车全
球征名活动的结果，该月球车正式命名为“玉兔二号”。

创造历史赢全球点赞

嫦娥四号是地球使者，是人类探月史上的骄傲之作，其任务的实
施特别是在月球背面的完美软着陆引来国际社会的一片点赞。国际航
天界知名人士纷纷发表评论，热烈祝贺中国取得的非凡成就。国际媒
体刊载重磅文章，对嫦娥四号任务进行深入报道和评论。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对新华社发布的
嫦娥四号成功登陆月背的报道，简明扼要地留言点赞：祝贺！美国国家
航天局局长吉姆·布里登斯廷在其自媒体上表示，祝贺中国嫦娥四号团
队！成功登陆月背，是人类史无前例的第一次，是一次壮举。

美国有线新闻网网站在题为《中国探测器成功登陆月背》的长篇
报道中，不仅详细介绍了软着陆的过程和将在月背开展的探测和试
验，而且强调这是“人类太空探索史上的里程碑”。报道还援引了一
位美国教授的观点，认为中国探月工程开发的技术和空间站计划技术
将最终联合起来打造人类登月项目。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中文网站刊发了《中国嫦娥四号探测器成功登
陆月球背面》报道，援引了中国媒体的报道，介绍了嫦娥四号和中国
探月工程任务实施的背景，特别强调了嫦娥四号的结构和中继星鹊桥
的价值。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在题为《航天器登陆月背，中国创造
历史》的报道中，选配了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吴伟仁与嫦娥四号月
球车的合影照片，图文并茂。文章援引了中国媒体的相关报道，并把
嫦娥四号任务与嫦娥三号任务进行了对比，指出嫦娥四号实现的历史
性突破，特别是鹊桥中继星起到的重要作用。

美国福克斯新闻台网站，在首页显要位置配图。并在图片上以粗
体画龙点睛地写道，“中国的大飞跃”“北京成功让航天器登陆月
背”。报道援引了一位澳门科技大学教授的话评论说，这是中国科技
发展的一个重大里程碑，构建了中国在国际太空探索中的先锋角色。

近处是一大片土地，淡黄中透着几分褐色，致密的
纹理在阳光的照射下显得分明；稍远处是一个近乎圆形
的凹陷，其隐约可见的底部似乎隐藏着来自远古的秘
密；远处的地势略有起伏，如我们常见的小丘陵一般从
左向右横亘在那里；小丘陵之外一片虚无之境，只能看
到漆黑神秘的天空。

这张图片看似普通平常，然而，它可能是在新年钟
声的余韵中，呈现在地球人面前最具有艺术气息、最令人
感动的一张图片。它拍摄记录的是冯·卡门撞击坑的景
象，那是位于距离地球约40万公里月球背面一个叫作艾
肯特盆的地方。跨越漫漫征程、拍下这张图片的“摄影师”
是人类的月球使者嫦娥四号探测器。1 月3日1 0时26分，
它以完美的惊鸿一落，创造了人类探测器首次月背软着陆
的历史。而后，它轻轻“按”下快门，拍摄下第一眼

“看”到的景象，通过鹊桥中继卫星，将其传输回地球。
顷刻间，这张照片通过各种传播方式呈现在人们面

前，其记录的景象成为我们这颗蓝色星球上传播最快、
最广的画面之一。人们从中不仅零距离领略到月球背面
特有的景致，感受到那个天地间别样的苍凉与寂寥，而
且深深震撼于人类航天科技所达到的精度与高度。月背
零距离首照见证的既是造化之手雕琢出的大自然之美，
又是人类智慧演绎的科技之美和艺术之美。在这个寒冷
的冬季里，它以一种特有的方式温暖着我们的心。

月背“软着陆”“嫦娥”硬功夫
本报记者 张保淑

月背“软着陆陆””““嫦娥嫦娥””硬功夫硬功夫
本报记者 张保淑

新月球车命名花落“玉兔”
杜希萌 井 溢

▶玉兔二号月球车通过转移机构驶上月面
▼玉兔二号月球车车轮部特写

（均为新华社发）

底图为底图为““玉兔玉兔””月面巡视示意图月面巡视示意图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官网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官网））

上图为鹊桥中继卫星在轨运行示意图上图为鹊桥中继卫星在轨运行示意图 （（新华社新华社发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