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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现在已论证更长远的
月球探测与开发计划。去年召
开的第七届航天技术创新国际
会议上，国家航天局探月与航
天工程中心相关负责人透露，
我国正在开展月球科研站的论
证。月球科研站将是能源长期
供给、自主运行、无人值守的月
面基础设施，未来开展以机器

人为主的科学研究和技术试
验。

“之所以要建立科研站，是
因为有些工作需要较长时间才
能产出成果。依托科研站，可
以进行更长时间的工作，开展
科学研究、能源开发等任务。”
航天专家庞之浩介绍，月球探
测分为探月、登月、驻月三种方

式，其中驻月可以采取无人科
研基地和有人月球基地两种形
式。

庞之浩解释，月球没有大
气层阻隔、震动小，是天文探测
的理想环境。建立月球科研
站，还能以月球为基地，对地球
和深空开展探测，成为向远深
空出发的跳板。 （倪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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嫦娥四号将首次实现人类探测器在月球背面软着陆着陆

据《新京报》报道，我国计划
于今年下半年发射嫦娥四号月球
探测器，首次实现人类探测器在
月球背面软着陆。4月22日，探
月工程总设计师吴伟仁院士解释
该计划时表示，月球背面探测不
仅有助于全面探索月球，还可以
在电磁波“宁静区”探测宇宙起源
时期的信号。

今年4月24日是第三个“中
国航天日”。4月22日，中国航天
日北京分会场活动在中国科技馆
举办，吴伟仁在活动中向公众介

绍了嫦娥四号的相关科学问题。
嫦娥四号探月成为今年广受

国内公众瞩目的航天任务。《自
然》杂志网站列出的2018年值得
期待的科技事件中，嫦娥四号任
务也名列其中。

记者从国家国防科工局了解
到，嫦娥四号包括中继星、着陆器
和巡视器（简称着巡组合体）。中
继星计划于今年上半年发射，将
到达拉格朗日L2点（地月引力平
衡点），实现探测器与地面之间的
测控通信和数据传输。

着巡组合体计划于今年下半
年发射，抵达月球背面，开展月基
低频射电天文、月球背面巡视区
形貌和矿物组分、巡视区浅层结
构等科学探测与研究，预期可获
得一批原创性科学成果。

除了中国探测任务，嫦娥四
号还将执行“全球任务”。目前已
确定将搭载荷兰低射频电探测
仪、德国月表中子与辐射剂量探
测仪、瑞典中性原子探测仪和沙
特月球小型光学成像探测仪4台
国际合作科学载荷。

月球的公转与自转速度一
样，都是27.3天，这是由于地球
对月球的“潮汐锁定”导致的。
加上天平动的作用，只有约
59%的月面能被地球观测到。
也就是说，月球背面 41%的地
方始终受月球阻挡。

这样的特性，导致月球背
面探测具有很多独特的科学价
值。吴伟仁说，月球背面避开
了来自地球的大量电磁干扰，
处于一种电磁波“宁静区”。在
这样的洁净环境中，探测器可
以接收到更多微弱信号，例如

宇宙形成早期发出的短波。
“这些低频短波可以帮助

我们研究宇宙起源。在月球正
面是无法探测到的，因为收到
的都是电磁噪声。”中科院国家
天文台研究员郑永春说。

目前全世界进行过 120 多
次月球探测活动，但从来没有
探测器登陆过月球背面。吴伟
仁表示，要想深入探索月球奥
秘，一定要去那里。而且目前
中国有条件、有能力开展月球
背面软着陆探测，争取创造世
界第一。

另外，美国航空航天学会
会员、“小火箭”工作室创始人
邢强介绍，月球背面的月壤和
岩石人类尚未接触过，进一步
探究和分析，可以为地球和月
球形成的早期机理提供更翔实
的研究材料。历史上，苏联月
球2号探测器于1959年首次拍
到月球背面照片。1968 年，美
国阿波罗8号飞船第一次带着
人类目睹月球背面。目前，人
类对于月球背面最详细的信
息，是来自于2009年入轨的美
国月球勘测轨道飞行器（LRO）。

嫦娥一号和二号在绕月过
程中都曾拍摄过月球背面，嫦
娥二号拍摄的月球表面全图，
分辨率达到 7 米的“高清”程
度。通过这些照片和数据，科
学家发现，月球背面的地形比
正面更为复杂，多“山”多“谷”。

郑永春介绍，这是因为月
球曾被大量小行星撞击，形成
了很多深坑，看上去就是大量
的环形山。

复杂地形为嫦娥四号着陆
带来更多困难。吴伟仁打了个
比方：“嫦娥三号相当于在华北
平原着陆，嫦娥四号则相当于在

崇山峻岭的云贵川地区着陆。”
同时，遥测和控制也是个难

题。电磁波只能直线传播，当探
测器飞行至地球看不到的月球
背面，如何与地球建立通信？

科学家将利用一颗中继卫
星解决这个问题。在嫦娥四号
发射前，我国将于下月先发射一
颗中继卫星，定位在距地心约45
万公里、距月心约6.5万公里的
地月拉格朗日L2点。据邢强介
绍，拉格朗日L2点位于地球球
心和月球球心连线且靠近月球
的一个特定位置上，通俗来说，
该点既能“看到”地球，又能“看

到”月球，因而能成为嫦娥四号
与地球之间的信息中转站。

中国科学家对于拉格朗日
L2点并不陌生。2010年发射升
空的嫦娥二号卫星，在完成既定
的月球探测任务后，继续飞往深
空，曾抵达并绕飞拉格朗日L2
点。其携带的4台科学仪器在
此位置上进行了联合探测，填补
了我国对地球远磁尾区域的离
子能谱、太阳耀斑爆发和宇宙
伽马暴的科学探测空白。邢强
表示，在月球探索中使用中继
通信技术，也是对深空探索和
星际探索技术的一种验证。

新华社北京 4 月 23 日电（记
者 李国利 杨欣）中国载人月面
着陆与上升飞行器创意方案征集
大赛23日在北京启动。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
师周建平介绍，载人月球探测是
载人航天发展的重要方向，大赛
旨在充分挖掘载人月球探测创新
思路，与社会各界共绘载人月面
着陆与上升飞行器设计的蓝图。

据了解，大赛瞄准未来我国
载人月球探测任务，鼓励新概念、
新方法、新技术，公开接受社会各
界报名，科研生产单位和院校、商
业公司人员以及学生和航天爱好
者都可参加。“载人月球探测是载
人航天发展的重要方向。欢迎有
兴趣的公众踊跃参加，为我国载
人航天事业未来发展提出自己的

‘中国方案’。”周建平说。

中国载人月面着陆与上升飞行器
创意方案征集大赛启动

嫦娥一号：中国自主研制并发射
的首个月球探测器，2007年10月24日
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由长征三号甲运
载火箭发射升空。嫦娥一号由中国空
间技术研究院研制，以中国古代神话
人物“嫦娥”命名，主要用于获取月球
表面三维影像、分析月球表面有关物
质元素的分布特点、探测月壤厚度、探
测地月空间环境等。自此，中国成为
世界上第五个发射月球探
测器的国家。

嫦娥二号：中国第二颗探月卫星、
第二颗人造太阳系小行星，也是中国
探月工程二期的技术先导星，由中国
空间技术研究院研制，是中国第一颗
探月卫星嫦娥一号卫星的备份星，
2010年 10月 1日 18时 59分 57秒在西
昌卫星发射中心由长征三号丙运载火
箭成功发射升空，顺利进入地月转移
轨道，预计 2020 年前后回到地球附
近。

嫦娥三号：嫦娥工程二期中的一
个探测器，是我国第一个月球软着陆
的无人登月探测器。嫦娥三号探测器
由月球软着陆探测器和月面巡视探测
器组成，于2013年12月2日在西昌卫
星发射中心由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送
入太空，当月14日成功软着陆于月球
雨海西北部，15日完成着陆器巡视器
分离，并陆续开展了“观天、看地、测
月”的科学探测和其他预定任务。

2017 年 1 月 9 日，嫦娥三号工程
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释疑

1.为何要在月球背面软着陆？
隔绝电磁噪声，可探测宇宙形成早期短波信号

2.月球背面着陆有何难度？
多山地形登陆困难，将发射中继星建立地月通信

■ 展望

中国正论证建设无人值守月球科研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