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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行星探测最新时间表出炉

计划2025年前后发射天问二号

嫦娥六号任务再创中国航天世界纪录

想参与研究月壤？请按规则提申请
实现“三大技术突破”
和“一项世界第一”

国家航天局副局长卞志刚
介绍，嫦娥六号任务是中国航天
史上迄今为止技术水平最高的
月球探测任务，实现了“三大技
术突破”和“一项世界第一”。即
突破了月球逆行轨道设计与控
制技术、月背智能采样技术、月
背起飞上升技术，实现了世界首
次月球背面自动采样返回。

月球背面无法直接与地球
通信，在月球背面采样和着陆
必须依靠中继星。嫦娥六号任
务副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国
家天文台研究员李春来说，这
对深空通信技术是一个重要
的验证和提升。

此外，月球背面采样返回还
面临地形复杂等挑战，加大了任
务实施的难度和风险。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林益明说，考虑到月背
的光照、测控条件等多种约束，设
计了逆行的轨道飞行方案，做到
了整个系统设计最优、最高效。

“我们把探测器、火箭的‘身
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嫦娥六号
任务总设计师胡浩说，“在嫦娥
六号执行任务前，我们把上天产
品和地面产品的质量和可靠性
进行深入梳理，使整个系统能够
更健全、更健康、更可靠。”

同时，月面展示国旗所用的
“玄武岩纤维”新材料、智能移动
相机等新技术，也可广泛应用于
国计民生领域，推动航天创造美
好生活。

相比月球正面
背面月壤更为黏稠

人们关心，嫦娥六号带回多
少月壤？胡浩透露，嫦娥六号样
品容器可容纳2公斤左右月球
样品。在采样过程中，感觉到月
球背面和正面的月壤不太一样，
正面的月壤比较细腻、松散，而
背面的稍微黏稠一点，还有点结

块，这使我们对月壤研究有一些
更高的期待了。

据了解，取回的月壤重量很
快将对外公布。

卞志刚指出，月球背面的地
质结构、物质组成以及宇宙早期
环境充满神秘。此次嫦娥六号选
择着陆在月球背面南极-艾特
肯盆地东北部阿波罗撞击坑边
缘，这是月球上已知最大、最深、
最古老的撞击坑。科学家对从此
处钻取和表取的月球样品开展
研究，有望发现更多太阳系和月
球演变等重大科学奥秘。

卞志刚介绍，今年是党中央
决策实施探月工程20周年。20
年来，中华民族飞天揽月之梦不
断变成现实。

卞志刚表示，以科学发现为
例，中外科学家使用中国探月数
据，已发表1900余篇论文。从嫦
娥五号月球样品中，中国科学家
发现了月球的第6种新矿物，并
命名为“嫦娥石”；研究还证明，
月球在19 . 6亿年前，仍存在岩
浆活动，使目前已知月球地质寿

命“延长”了10亿年。月球样品
进入“嫦娥时代”，极大丰富了人
类对月球乃至宇宙的认知。

4台国际科学载荷
传回数据“大礼包”

此次一同“搭车”月背旅
行的，还有来自欧空局、法国、
意大利、巴基斯坦的4台国际
科学载荷。

5月8日，在嫦娥六号探测器
实施近月制动后，巴基斯坦立方
星成功分离，拍摄并成功回传了
月球影像图；5月10日，中国国家
航天局向巴方交接了立方星数
据。其他3个国际载荷，则在嫦娥
六号着陆月球后顺利开展工作。

其中，意大利激光角反射器
状态正常，法国氡气探测仪在月
面工作时间达32小时，欧空局
月表负离子分析仪在月面工作
3小时50分钟。

“这几台国际载荷工作都非
常出色。”国家航天局国际合作
司负责人刘云峰说。

国际月球科研站
将多国合作共建

刘云峰介绍，国家航天局先
后制定了月球样品管理办法和
月球样品及科学数据的国际合
作实施细则，详细公布了月球样
品研究的申请流程和开展月球
样品国际合作的具体信息。“中
方欢迎各国科研人士按照有关
流程提出申请，共享惠益。”

此外，嫦娥七号任务已经遴
选了6台国际载荷；嫦娥八号任务
向国际社会提供约200公斤的载
荷搭载空间，已收到30余份合作
申请。在国际月球科研站项目中，
国家航天局已经与十多个国家、
国际组织签署了合作协议，将与
合作伙伴一起就未来项目的任
务、设计、联合实施和科学数据共
享等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

对中美航天合作交流
中国一直持开放态度

卞志刚在会上表示，在同美
方开展航天领域合作交流上，中
国一直持开放态度。中美航天合
作的障碍，根源在于美国“沃尔
夫条款”这样的国内法，阻碍了
中美航天合作。卞志刚指出，中
方曾与美国建立过地球科学、空
间科学的航天合作工作组，也曾
与美国政府建立民用航天对话机
制。应美方要求，中方还建立了中
美火星探测器轨道数据交换机
制，便于双方共同对探测器碰撞
风险进行评估，以保证双方的火
星探测计划能顺利、持续进行。

卞志刚表示，中国航天创建
以来，60多年取得了大量成就。
美国的“沃尔夫条款”阻碍了中
美两国正常的航天交流，但无法
阻碍中国航天快速发展的步伐。

“关于未来中国航天的计划，
会根据中国的节奏，以和平利用
的目的来开展，一直是开放包容
的态度，热切地希望开展平等互
利的合作。”卞志刚说。

据新华社、中新社等

国新办6月27日举行新闻发
布会，介绍探月工程嫦娥六号任
务有关情况，国家航天局副局长
卞志刚在会上表示，未来一段时
间，中国深空探测主要在两个方
面：月球探测、行星探测。

在月球探测方面，嫦娥六号
任务顺利完成之后，后面会有嫦
娥七号、嫦娥八号。中国探月工
程总设计师吴伟仁此前介绍，嫦
娥七号计划2026年前后实施发
射，主要任务是对月球南极部分
的资源做勘察。嫦娥八号将于
2028年前后发射，主要是对月
球资源的原位利用开展技术验
证。我国牵头组织的国际月球科
研站，计划在2035年前建成基
本型，以月球南极为核心，开展
月球环境探测和资源利用试验
验证。科研站拓展型，将以月球

轨道站为枢纽，计划2045年前
建成，开展月基综合科学研究和
规模资源利用，支持人类走向更
远深空。

在行星探测方面，国家批准
的行星探测任务有四次，在10-
15年内完成。其中，天问一号已
经于2021年圆满成功，天问一号的

成功也标志着中国深空探测已经
走向了月球以远的领域。未来围
绕太阳系的起源和演化、小天体
和太阳活动对地球的影响，以及
地外生命信息的探测等科学目
标，还将开展小行星探测、火星取
样返回以及行星系探测任务。

卞志刚透露，天问二号已经

准备在2025年前后实施，主要目
标是小行星探测，将瞄准一颗近
地小行星进行伴飞并取样返回。

天问三号火星采样返回的
任务，计划是在2030年前后实
施，实行火星采样和携带火星样
品返回地球。

天问四号实现木星系探测，
也是在2030年前后实施。天问
三号和四号的任务现在都在加
紧关键技术的攻关，细化论证实
施方案。

卞志刚表示，国家航天局还
在论证重型运载火箭、可重复使
用的航天运输系统等国家重大
科技专项和工程。后续将加强基
础研究，加快关键技术、核心技
术攻关，推动空间科学、空间技
术、空间应用的创新发展。

据中新社

2024年，中国航
天全年预计实施100
次左右发射任务，有望
创造新的纪录，多个卫
星星座将加速组网建
设。除了已发射鹊桥二
号中继星、嫦娥六号探
测器，实现世界首次月
球背面南极采样返回
外，还将发射多颗民用
卫星，满足各行业用户
应用需求；加速推进建
设航天科技集团“新一
代商业遥感卫星系统”。

中国探月任务
不断更新

6月25日，嫦娥六
号在历史上首次实现
月球背面采样返回。这
是人类探月迈出的全
新一步，也是我国建设
航天强国、科技强国取
得的又一标志性成果。

嫦娥一号拍摄全
月球影像图，嫦娥四号
实现月球背面软着陆，
嫦娥五号带回月球正
面月壤，嫦娥六号如今
采回月背样本。一个个
中国“首次”、世界“首
次”，持续闯向科技创新

“无人区”，不断拓展着
人类的知识厚度。

借助这次采回的
月背样本，科研人员可
以对比此前月壤，深化
对月球成因和演化历
史的认识。多项研究同
时开展，还将为不同学科的基础前沿
注入新鲜力量。

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登陆月
球、2035年前建成国际月球科研站
基本型，一份争分夺秒的时间表，更
新了中国探月的任务书。月球是人
类向宇宙进发的第一站，月球探测
之后，更有深空探测不止步。

嫦娥六号搭载4台国际载荷，
开展了务实高效的国际合作；嫦娥
七号将搭载6台国际载荷；嫦娥八
号国际合作机遇继续开放……

我国将完成多次
商业发射任务

2024年，航天科技集团研制
任务持续保持高强度，将全面推
进深空探测工程，持续推动天问
二号、静止轨道微波探测卫星等
为代表的200多颗航天器研制工
作，开展230余发运载火箭组批投
产，完成多项商业航天和整星出
口合同履约工作。

据介绍，航天科技集团还将完
成多次商业发射任务，为各类客户
提供快速、稳定、可靠的“一站式”发
射服务。

低轨大规模卫星组网趋势明
确，我国卫星互联网行业即将进入
加速发展期。预计2024年我国多个
卫星星座将加速组网建设，预计市
场规模于2025年将达到15 . 6亿元。

面向国家重大战略和经济社会
发展需要，实现北斗应用向系统集
成和增值服务延伸，不断将卫星应
用融入新兴领域，支持重点区域经
济发展。 综合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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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结束了53天月背之旅的嫦娥六号返回器，已运抵北
京并“开箱取宝”。嫦娥六号任务有哪些创新之处？探测器在
月背收获如何？国际载荷带回了哪些“纪念品”？国家航天局
等单位在27日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给出答案。

26日下午，嫦娥六号返回器开舱活动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举行。据新华社

我我国国行行星星探探测测
最最新新时时间间表表出出炉炉

2025年前后
发射天问二号，开展小行星探测任务

2030年前后
发射天问三号和天问四号

分别开展火星采样返回任务和木星系探测任务


	A03-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