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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瞰图 透视图

平顶山市湛河区南环路小学
教学楼改造规划公示

项目简介：2018年11月2日，平顶山市城乡规

划局2018年第十二次规划业务审查会原则通过了

平顶山市湛河区南环路小学教学楼改造规划。

如对本规划公示有异议，可在公示之日起七日

内向平顶山市城乡规划局提出意见和建议。

联系电话：0375-3967125 2221099

平面图

规划设计单位：中建中原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平顶山市湛河区教育体育局

建设地点：平顶山市和顺路（原南环路）中段路

南，火车站西侧200米。

用地面积：6004.40平方米

据新华社北京1月3日电（记
者陈芳 胡喆）这是人类第一次揭开
古老月背的神秘面纱。2019年1月
3日10时26分，嫦娥四号探测器自
主着陆在月球背面南极-艾特肯盆
地内的冯·卡门撞击坑内，实现人类
探测器首次月背软着陆。

经过约38万公里、26天的漫长
飞行，1 月 3 日，嫦娥四号进入距月
面15公里的落月准备轨道。

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大厅
内，随着现场工作人员一声令下，嫦
娥四号探测器从距离月面 15 公里
处开始实施动力下降，探测器的速
度逐步从相对月球 1.7 公里每秒降
为零。

在6到8公里处，探测器进行快
速姿态调整，不断接近月球；在距月
面 100 米处开始悬停，对障碍物和
坡度进行识别，并自主避障；选定相
对平坦的区域后，开始缓速垂直下
降。最终，在反推发动机和着陆缓
冲机构的“保驾护航”下，一吨多重
的探测器成功着陆在月球背面东经
177.6度、南纬45.5度附近的预选着
陆区。

嫦娥四号着陆区地形起伏达
6000米，是太阳系中已知最大的撞
击坑之一，被认为对研究月球和太
阳系早期历史具有重要价值。

“月球背面是一片难得的宁静
之地，屏蔽了来自地球的无线电信
号干扰。这次探测可以填补射电天
文领域在低频观测段的空白，将为
研究恒星起源和星云演化提供重要
资料。”探月工程嫦娥四号任务新闻
发言人于国斌说。

落月后，通过“鹊桥”中继星的
“牵线搭桥”，嫦娥四号探测器进行
了太阳翼和定向天线展开等多项工
作，建立了定向天线高码速率链路，
实现了月背和地面稳定通信的“小
目标”。

11时40分，嫦娥四号着陆器获
取了月背影像图并传回地面。这是
人类探测器在月球背面拍摄的第一
张图片。

从嫦娥奔月到万户飞天，从“天
眼”探秘到载人航天，探索浩瀚宇
宙，是中华儿女不懈追求的伟大梦
想。“这一刻，我们都是幸福的追梦
人！”得知嫦娥四号着陆的喜讯，年
近九旬的“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孙
家栋院士豪情满怀。

据新华社北京1月3日电 记者
3日从国家航天局获悉，嫦娥四号任
务月球车全球征名活动结果于今天
揭晓，月球车命名为“玉兔二号”。

2018 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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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首次揭开古老月背的神秘面纱

我国成功实现人类探测器首次月背软着陆
2019年1月3日，人类首个在

月球背面软着陆的探测器嫦娥四
号稳稳降落在月球南极-艾特肯
盆地冯·卡门撞击坑。整个降落
过程既惊心动魄又热血沸腾，来
自各方的探月专家们向记者详细
介绍了这一过程。

“嫦娥四号好比降落
在崇山峻岭”

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吴伟
仁院士打了这样一个比方：嫦娥
三号好比降落在华北大平原，而
嫦娥四号好比降落在祖国西南的
崇山峻岭中。

据介绍，嫦娥四号着陆区相
当于嫦娥三号着陆区的八分之
一，且落区周围有海拔10公里高
的山。不同于嫦娥三号在月球正
面的着陆区，嫦娥四号在月球背
面着陆区地形起伏达到6000米，

可谓跌宕起伏、险象环生。
“难度大、时间短、风险高。”

吴伟仁如是评价嫦娥四号此次在
月球背面着陆之旅的突出特点。
然而，风险越高意味着回报有可
能也会越大。

在嫦娥三号任务成功实施以
后，关于嫦娥四号要去哪儿？应
该干些什么？曾引发不小的争
议。

嫦娥四号探测器总设计师孙
泽洲介绍：“当时大家想了很多，
除了落到月球背面，也有专家考
虑过让它飞得更远，但那样探测
器就需要有很大变化。”

“嫦娥四号是嫦娥三号的备
份，很多零部件与嫦娥三号一同
设计生产，因而不能在设计上有
太大变化。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
后，大家仍然选择去月球背面。”
孙泽洲说。

“去月球背面比去正面风险
增大了很多，但从技术发展角度
来讲，如果我们未来要建设月球
科研站，就需要航天器能够高精
度着陆。”孙泽洲称，解决了这次
任务面临的挑战，可为后续的深
空探测和小行星探测打下基础。

除了科学上的意义，冯·卡门
撞击坑对于中国而言还有另一层
非凡的意义：它是以20世纪匈牙
利裔美国航天工程学家冯·卡门
命名的，他被誉为“航空航天时代
的科学奇才”。中国航天事业的
奠基人钱学森、郭永怀都是他的
亲传弟子。

嫦娥四号落月：激动
人心的700秒

10时15分，嫦娥四号迎来制
动时刻，7500牛发动机开机，动力
下降开始；10 时 21 分，降落相机
开机，开始抓拍落月全过程；10时
25分，嫦娥四号转入悬停模式，随
后不一会儿便转入避障模式。

10时26分24秒，最激动人心
的时刻终于到来：经历了近700秒
的落月过程，嫦娥四号探测器成
功着陆，一切正常！指控大厅爆

发出热烈的掌声。
嫦娥四号落月的一刻，74 岁

的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深空探
测和空间科学首席科学家、嫦娥
一号卫星总设计师叶培建院士走
向正在前排工作席的嫦娥四号探
测器项目执行总监张熇，两代“嫦
娥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这一握，也让张熇这个嫦娥
四号探测器研制团队里的“女当
家”再也忍不住激动的心情，捂住
脸当场流下了幸福的泪水。

“嫦娥四号能有今天的成功
是有故事的，很多人最初主张不
要冒险。”叶培建告诉记者，嫦娥
四号不仅实现了人类探测器首次
成功在月球背面软着陆，更通过

“鹊桥”中继星实现了地球和月背
间的首次中继通信。

“两个‘首次’决定了我们在
这些领域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
一，正因有无数‘嫦娥人’的坚持
才能有今天，值得骄傲。”叶培建
说，这是他第一时间走到张熇身
后表示祝贺的原因。

叶培建介绍，嫦娥四号 2015
年才正式决定到月球背面着陆，
因此整个研制周期特别紧张。就

在嫦娥四号研制之时，包括嫦娥
五号、火星探测、深空探测在内的
多项科研任务也在紧锣密鼓地进
行中，不少科研人员要同时在好
几个任务里“身兼数职”，这为嫦
娥四号科研团队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他们的压力可想而知。

面对困难和挑战，来自科研
一线的“嫦娥人”不仅继承并发扬
了老一辈航天人开创的“两弹一
星”精神，更在此基础之上树立了
新的“探月精神”。

从2004年1月我国月球探测
工程全面启动至今，嫦娥探月已
经走过了15年。嫦娥四号落月激
动人心的 700 秒背后，便源于这
15年的付出与坚持。

探测月球背面：嫦娥
四号或将取得突破性发现

嫦娥四号降落的月球背面，
高山和深谷迭现。中科院月球
与深空探测总体部主任邹永廖
说，月球背面具有独特性质，嫦
娥四号着陆地是从未实地探测
过的处女地，或将取得突破性发
现。

在没有太空探测器的年代，
月球背面一直是神秘的未知世
界。越来越多前往月球的探测器
让人们发现，原来月球背面和正
面如此不同。

嫦娥四号的着陆区月球南
极-艾特肯盆地是太阳系中已知
最大的撞击坑之一，也被公认为
月球上最老、最深的撞击盆地。
在这里获取月球深部物质的信
息，相信会在科学上有很大的惊
喜。

科学家们认为，月球南极-艾
特肯盆地是研究月球深部物质组
成的重要窗口，对该盆地进行探
测，有助于研究月壳和月幔的组
成、月球的地质特征、月球的起源
和演化，解释月球上的磁异常现
象。

邹永廖介绍，月球车在月背
行走时，还可以获取集地形地貌、
物质成分、浅层结构于一体的综
合地质剖面，这个剖面一旦建立
起来，将是国际首创。

同时，到月球背面开展低频
射电天文观测是天文学家们梦寐
以求的事情，可以填补射电天文
领域在低频观测段的空白。这样
的天文观测是研究太阳、行星及
太阳系外天体的重要手段，也将
为研究恒星起源和星云演化提供
重要资料。

（新华社北京1月3日电）

“时间短、难度大、风险高”
——专家详解月球背面着陆三大看点

38万公里很远，远到人类文明从未
在月球背面留下印记；38 万公里很近，
就在今天，中国在“蟾宫后院”折桂！

1 月 3 日 10 时 26 分, 嫦娥四号探
测器成功着陆在月球背面预选着陆区，
并通过“鹊桥”中继星传回了世界第一张
近距离拍摄的月背影像图，揭开了古老
月背的神秘面纱。此次任务实现了人类
探测器首次月背软着陆、首次月背与地
球的中继通信，开启了人类月球探测新
篇章。

此图片为嫦娥四号着陆器监视相机
C拍摄的着陆点南侧月球背面图像，巡
视器将朝此方向驶向月球表面。

新华社发（国家航天局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