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焦点
智

慧

海

都 2023年10月2日 星期一 责编/关菁 美编/建隆 校对/卓敏

A05智 慧 海 都
968880

我
们
为
何
要
去
月
球
南
极

N新华 人民日报客户端 广州日报 央视新闻

国家航天局9月29日消息，目前，探月工程
嫦娥六号任务正按计划开展研制工作，计划于
2024年前后实施发射。

根据安排，嫦娥六号任务将开展月球背面
采样返回。迄今为止人类已进行的10次月球采
样返回均位于月球正面，月球背面整体相对月
球正面更为古老，且存在月球三大地体之一的
艾特肯盆地，具有重要科研价值。嫦娥六号任
务预选着陆区位于月球背面南极——艾特肯盆
地，以期发现并采集不同地域、不同年龄的月球
样品，增进人类对月球的认知。

据悉，为顺利完成月球背面航天器与地球
间的通信，我国新研制的鹊桥二号中继通信卫
星计划2024年上半年发射。

近距离了解月球这个抬头可见的神秘存
在，价值几何？月球南极地形复杂，环境恶劣，
为什么我们要去月球南极探测呢？

我国载人登月也有了一个
初步方案：

◆采用两枚运载火箭，分
别将月面着陆器和载人飞船送
至地月转移轨道，飞船和着陆
器在环月轨道交会对接，航天
员从飞船进入月面着陆器。

◆之后，月面着陆器将下
降着陆于月面预定区域。航天
员登上月球，开展科学考察与
样品采集。

◆完成既定任务后，航天
员将乘坐着陆器，上升至环月
轨道与飞船交会对接，并携带
样品乘坐飞船返回地球。

为完成这项任务，我国正
在研制长征十号运载火箭、新
一代载人飞船、月面着陆器和
载人月球车等装备。

用于载人登月的新一代载
人运载火箭“长征十号”，负责
将月面着陆器和登月飞船送入
地月转移轨道，它高度约92米，
起飞质量约 2187吨，起飞推力
约 2678吨，预计在 2027年具备
首飞条件。

新一代载人飞船是在神
舟飞船基础上，全面升级研制
的新型天地往返运输飞行器，
采用模块化设计，由返回舱和
服务舱组成。到达月球后，将
由月面着陆器将航天员送达
月面。

而月面着陆器是我国全新
研制的地外天体载人下降与上
升飞行器，由登月舱和推进舱
组成。主要用于环月轨道和月
球表面间的航天员运输，可搭
载2名航天员往返，并可携带月
球车和科学载荷。

月面着陆器到达月面后，
航天员将乘坐月球车，在月面
开展工作。载人月球车重约
200公斤，可搭乘两名航天员，
航天员将乘着月球车在10公里
的范围之内开展月球采样。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
曾公布一张令人期待的载人登
月任务效果图：两名宇航员将
五星红旗插入灰白的月球表
面。远处，蓝色地球半掩在阒
暗的宇宙中。

吴伟仁院士今年接受央视
采访时自信地表示：“2030年之
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
月球上去，这没问题的。”

未来 10到 15年，我国要在月球
上干三件大事。

首先是今年我国全面推进的探
月工程四期。探月工程四期最大
的目标，是在月球南极建设国际月
球科研站基本型。为此，规划包括
了嫦娥六号、嫦娥七号和嫦娥八号
任务。

计划于2024年前后实施发射的
嫦娥六号，任务是争取从月球背面
采集2000克样品。

嫦娥七号则将在月球南极着
陆，主要任务是开展飞跃探测，争取
能找到水。

当前，美国、俄罗斯和印度的月
球探测活动，都把重心指向月球南
极，探寻可能存在的水冰。

接下来是准备在2028年前后实
施发射的嫦娥八号。嫦娥七号和嫦
娥八号将组成月球南极科研站的基
本型。

我们要干的第二件事，是开展
国际合作，基于月球南极科研站，在
2035年前建成国际月球科研站。

新闻上经常出现的南极科考
站，你或许并不陌生。国际月球科
研站，就相当于“月球版”科考站。

目前，俄罗斯、巴基斯坦、阿联
酋、南非和亚太空间合作组织等已
签约加入，还有十余个国家和组织
在协议谈判中。中国希望与其他国
家进行联合设计、联合勘察、数据共
享和共同管理。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探月工
程总设计师吴伟仁曾在多个场合表
示，中国探月的科研数据，正在向全
世界开放。这是件“功在中国，利在
人类”的大事。

第三件事，是以月球为主要基
地，建立集数据中继、导航、遥感于
一体的月球互联网。

根据吴伟仁团队的设想，未来
国际月球科研站要建设以月球为中
心的深空互联网，负责通信、导航、
遥感等多种功能。

这意味着，原本以我们所在地
区为中心的空间基础设施，将变成
以月球为中心、可向太阳系延伸的
系统。在此基础上，以后在月球也
可以看电视、使用Wi-Fi，航天员的
月球生活将丰富起来。

2030年前，中国在基本完成不
载人月球探测任务后，将建设月球
科学研究平台，择机实施载人登月
探测以及建设有人驻留的月球基
地，开发月球资源。

自2004年我国首个月球探
测工程立项以来，中国探月工
程走过了 19 年。在圆满完成

“绕、落、回”三步走战略后，探
月工程四期正奋步疾行。在三
步走战略基础上，中国将在月
球南极建设国际月球科研站。

和地球一样，月球也有南
极，并且同样地形复杂，环境恶
劣。那为什么我们要去月球的
南极探测呢？

月球的南极和地球的南极
类似，都在最南端，而且非常寒
冷。月球南极地区有低洼的环
形山坑底，也有高耸的山峰，地
形非常复杂。

国家航天局探月与航天工
程中心嫦娥六号任务副总设计
师王琼表示，月球南极有一些
高地，光照条件非常好，全年可
能有百分之七八十的时间能够
被光照覆盖，这些高地叫做永
昼峰，非常利于开展科学探
测。另外一方面好处就是，南
极地区存在一些永久阴影坑，
终年见不到阳光，科学家们认
为这些地方有可能存在水冰。

倘若月球南极存在大量水
冰，未来或可就地取水，为后续
开发和利用月球资源提供能
源。要知道，水资源不仅能提
供饮用水和氧气，还可用作火
箭燃料。相比于从重力较大的
地球装载大量燃料发射火箭，
在重力较小的月球就地获取能
源，能更有效地进行针对火星
和小行星的太空探测。

正因如此，月球南极地区
是一个非常有价值和有吸引力
的登月目标，它可以为人类提
供更多的科学知识和探索机会
乃至资源和能源。所以，世界
各国都把目光投向了这个新的

“黄金地带”，试图在这个领域
取得先机和优势。

刚刚过去的中秋，你赏月了
吗？今年中秋节的月亮，是今年的
第三大满月。可是你知道吗，我们
抬头邂逅的月亮，是 1.28 秒前的。
这是因为地球与月亮之间相隔38.44
万公里。中学物理知识告诉我们，
一道光走完这段距离需要 1.28 秒。
但月球已经是地球最近的邻居。

探索地外星球的目的，很多人
首先会想到星际移民。

不过，与地球一样诞生于约 45
亿年前的月球，在约 20 亿年前就

“死”了，而地球至今还“活着”。
对星球生死的判定标准，在于这

一星球上是否还有大规模岩浆活
动。虽然月球内部的能量早已耗尽，
但它还是会自转并绕着地球公转。

在月球上，没有可供人类呼吸
的空气，昼夜温差有 300多摄氏度，
可谓环境恶劣。显然，月球短期内
无法成为人类宜居的星球。

既然如此，为何月球探测会成
为各国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宝藏”探
索路线？

简单来说，主要有三点：
◆月球是地球的近邻，也是地

球唯一的天然卫星。月球由此成为
人类踏足宇宙的前哨站，是研究生
命、太阳系和宇宙“三大起源”的重
要途径。

◆月球可能蕴藏着诸如稀有金
属、水冰和氦等资源，可供人类未来
进行资源开发和利用。

◆通过探索月球，还可以了解
月球的起源和演化。这些信息有助
于我们理解太阳系的形成和演化，
以及地球和其他行星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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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球20亿年前已“死亡”
为什么还要探月？

神秘月球南极
藏有多少奥秘？

未来10到15年
我国要在月球干三件大事

2030年之前
走，上月球去

中国载人登月任务效果图（图源：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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