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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15年如何探索月球和更远深空
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吴伟仁揭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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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中国科学院紫金山
天文台获悉，我国综合性太阳
探测专用卫星“夸父一号”近日
获得太阳硬X射线图像，并对外
发布。这也是“夸父一号”升空
后首次发布科学图像。

据悉，这是目前国际上唯
一以近地视角拍摄的太阳硬X
射线图像，其图像质量达到国
际先进水平。

“夸父一号”首席科学家甘
为群介绍，此次发布的图像是
对11月11日1时（世界时）爆发

的一个M级太阳耀斑的成像，由
卫 星 载 荷 硬 X 射 线 成 像 仪

（HXI）拍摄。虽然还在测试期，
但成像效果已经非常优异，从
中可以识别出爆发细节和太阳
的精细结构。

“夸父一号”卫星全称先进
天基太阳天文台（ASO-S），是
一颗综合性太阳探测专用卫
星，于2022年10月9日在酒泉卫
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卫星科
学目标为“一磁两暴”，即同时
观测太阳磁场及太阳上两类最

剧烈的爆发现象——— 耀斑和日
冕物质抛射，并研究它们的形
成、演化、相互作用、关联等，同
时为空间天气预报提供支持。
硬X射线成像仪是卫星三大载
荷之一，由中国科学院紫金山
天文台牵头研制，承担着“一磁
两暴”中观测太阳耀斑非热辐
射的任务。

硬X射线成像仪载荷主任
设计师张哲、数据科学家苏杨
介绍，“夸父一号”入轨一个多
月以来，硬X射线成像仪开展了

各项在轨测试和定标工作。目
前，该载荷状态正常，各项功
能、性能均满足设计指标要求，
已顺利投入科学观测活动。在
完成后续定标后，载荷成像质
量预计还将进一步提高。

据新华社

找水、建站、修互联网……
未来要在月球干三件事

记者：我国探月工程已圆满
完成“绕、落、回”三步走目标，未
来在探月方面还将有哪些“大动
作”？

吴伟仁：在未来10至15年，我
们国家准备在月球上干三件事，
第一件事是我们现在准备实施的
探月工程四期，规划包括嫦娥六
号、嫦娥七号和嫦娥八号任务。嫦
娥六号准备在月球背面采样返
回，如果成功了，会是人类的又一
次壮举。

2020年底，嫦娥五号采样返
回，从月球正面采回1731克月壤。
我们希望嫦娥六号从月球背面采
集更多样品，争取实现2000克的
目标。

嫦娥七号准备在月球南极着
陆，主要任务是开展飞跃探测，然
后是争取能找到水。在月球南极
有些很深的阴影坑，我们认为很
可能是有水的，只不过它终年不
见阳光。如果见了阳光，水就挥发
了。因为终年不见阳光，那里的水
就可能以冰的形式存在。我们希
望嫦娥七号着陆以后，能够飞跃
到这一到两个阴影坑里面去现场
勘查，看能不能找到水。

嫦娥八号准备在2028年前后
实施发射，嫦娥七号和嫦娥八号
将会组成月球南极科研站的基本
型，有月球轨道器、着陆器、月球
车、飞跃器以及若干科学探测仪
器。一方面是找水，还有一方面就
是探测月球南极到底是一种什么
状态，以及它的地形地貌，它的环
境还有什么物质成分，这是我们
月球南极科研站基本型的重要任
务。

在月球上要干的第二件事，
是与其他国家开展国际合作，在
2035年前建成国际月球科研站。
我们想动员大家和我们联合起
来，进行联合设计、联合勘察、数
据共享、共同管理。

我们要干的第三件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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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形成一体化后，可以对月
球上的一些资源和探测器实行有
效管理。如果再往后面延伸，火星
也可以像这样。

重型运载火箭助力
我国行星探测工程

记者：天问一号陆续传回的
火星影像备受社会关注，未来我
国行星探测工程有着怎样的规
划？

吴伟仁：我国行星探测工程
现在是以火星探测为主，计划在
未来10年到15年，对火星上的土
壤进行采样返回。

此外，还准备开展木星系及
天王星等行星际探测。未来还将
开展太阳探测，以及太阳系边缘
探测。我们希望能够发射中国的
探测器，走到太阳系边缘地区，看
看太阳系边缘地区太阳风和宇宙
风交汇的地方是什么样。

要实现火星采样，要把人送
上月球、送上火星，都要靠运载火
箭。我们计划研制一种更大推力
的运载火箭。长征五号是目前我
国最大推力的运载火箭，现在研
究的重型运载火箭推力能够达到
4000吨，是长征五号推力的约4
倍，这已列入我国深空探测的日
程表上。

运载火箭在整个深空探测任
务中的分量很重，作用也很大。可

以说我国火箭的运载能力有多
大，航天的舞台就有多大。

未来既要对小行星采样
还要对小行星防御

记者：除探月与探火外，我国
在深空探测领域还有哪些重点工
程？

吴伟仁：小行星探测也是重
要工程，我国计划在未来10至15
年开展小行星采样。这个过程很
有趣，因为小行星太小了，探测器
不能像在月球那样着陆，要慢慢
挨上去，在它上面采样，带小行星
样品回到地球，这样我们就知道
小行星是由什么组成的。

此外，我国还准备开展小行
星防御任务。如果小行星撞击地
球怎么办？我国正在制定这方面
的发展规划，对小行星进行探测、
预警。如果预测它的轨道出了问
题，将会进行在轨处置，最后再进
行救援。我们总结为“探测、预警、

处置、救援”八字方针，这是我们
国家的整体规划。

具体是怎么处置呢？假如我
们现在准备实施一次对小行星的
防御任务，它从火星意外飞过来
了，这个过程我们预测了它会对
地球造成严重威胁，就先要发射
探测器对它进行探测，探测后确
定它的轨道，然后再根据探测情
况发射一个撞击器，从而改变它
的轨道。

打造构建
外空领域人类命运共同体

记者：您对我国深空探测领
域国际合作有何展望？

吴伟仁：此次联合国/中国空
间探索与创新全球伙伴关系研讨
会上，我们要向世界介绍中国未
来的航天政策与规划，让全世界
知道我们正在做什么，方便大家
一起合作。同时我们也想倾听国
际上其他国家的声音，了解他们
未来在空间探索领域准备干什
么，共同探讨研究未来如何发展，
一起加强合作。

此前，我们的嫦娥三号、嫦娥
四号、嫦娥五号都开展了国际合
作，目前的国际合作主要集中在
科学仪器的搭载，或联合开展一
些科学研究，探测出的科学数据
大家共同研究、共同发布、共同撰
写文章，对外阐述我们的科学发
现。

后续我们希望能够开展更高
层面、更大领域、更大规模的国际
合作。因为深空探测、行星探测、月
球探测，这些都是全人类的事情。
我希望未来在国际月球科研站里
面，有更多国家一起参与进来，共
同打造地月空间或者行星际空间
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据新华社

探日卫星“夸父一号”首次发布科学图像
是目前国际上唯一以近地视角拍摄的太阳硬X射线图像

联合国/中国空间探索与创新全球伙伴关
系研讨会24日闭幕。研讨会期间，我国深空探
测的成果与未来规划再次成为热门话题。

未来探月工程还有哪些亮点？火星探测会
进行采样吗？深空探测还有哪些重点任务？围
绕本次研讨会相关议题，中国工程院院士、中
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吴伟仁接受了新华社记
者的采访。

2022年9月9日，“嫦娥石”真实颗

粒CT扫描三维形态图。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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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铁矿通
常涉及古磁场
以及地外生命
等重大科学问
题，因此在行星
科学领域备受
学者关注。月球
表面极端的还
原环境使得月
壤中的铁元素
主要以二价铁
离子和零价铁
为主，在阿波罗
时代仅有非常
少量的三价铁
离子及其赋存
矿物被直接探
测到。

近日，中国
科学院地球化
学研究所研究
团队针对嫦娥
五号表取月壤
粉末中的硫化
物颗粒开展深入细致的原位
微区分析，首次证实了月壤
中存在撞击成因亚微米级磁
铁矿存在。研究证据表明月球
表面的硫化物在撞击过程中
会发生复杂的气液反应，使得
溶解进入硫化物的FeO通过
共析反应生成亚微米级的磁
铁矿以及单质金属铁。这一
研究成果日前在国际学术期
刊《自然-通讯》发表。

撞击成因亚微米级磁铁
矿的发现与证实，为学术界
关于月壤中可能广泛存在原
生磁铁矿的猜测提供了直接
证据，同时也为月球表面磁
异常等重大科学问题的解释
提供了实验验证与理论支
撑。 据央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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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这是是我我国国首首次次火火星星探探测测任任务务““着着巡巡合合影影””图图。。 新新华华社社发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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