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铆足劲要着陆月球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17
日发表公报称，“好客”探测器与“太
空发射系统”分离后，因不明原因以
每秒80度的角速度高速旋转，超出了
探测器的姿态控制调整范围，无法将
太阳能电池板对准太阳进行充电。

由于电力不足，地面指挥中心
无法与“好客”探测器取得联系。“好
客”探测器开发团队负责人桥本树
明表示，探测器姿态异常，太阳能电
池几乎失效。当时，日方尚未放弃登
月任务，桥本树明表示，将为着陆而
修正轨道，最迟在21日晚决定是否
放弃着陆。

然而，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
机构表示，即便恢复与“好客”探测
器的通信，探测器也无法按照原计
划通过固体火箭减速，实现在月球
表面时速180公里的“半硬着陆”，而
是将以接近“硬着陆”的方式撞击月
球表面，探测器或将受损。

最终，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
机构22日凌晨在其社交媒体账户上
发文说，该机构在日本当地时间21
日22时许至22日2时进行地面站操
作时仍然无法与“好客”探测器建立
通信，因此判断它无法实施登月任
务。对此，桥本树明表示：“比失败更
失败，令人非常遗憾。”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表
示，将成立着陆失败原因调查小组，
就探测器发生姿态异常展开调查。
虽然无法实现着陆月球表面的目标，
但该机构仍将继续尝试恢复操作，争
取“好客”探测器能在飞行过程中实
施测定地球磁层外辐射环境等技术
验证任务。

2015年8月，美国国家航空航天
局对外发布消息，“太空发射系统”
首次发射时可搭载小型卫星，日本
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随即响应。
鉴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对载荷尺
寸和重量的严格要求，“好客”被设
计成一个超小型探测器。

“好客”长24厘米、宽37厘米、高
12厘米，仅12 . 6公斤，开发费用约
为8亿日元（约合4416万元人民币），
由负责飞行至绕月轨道的轨道器、
接近月球表面时用于减速的火箭发
动机和在月球表面着陆的表面探测
器三部分组成，其任务包括验证超
小型探测器在月表半硬着陆的可能
性等。

其实，早在上世纪90年代，日本
就曾发射首个月球探测器“缪斯
A”，在这方面走在了世界前列。然
而，“缪斯A”后来坠毁在月球，后继
的“月球A”计划几经周折后搁浅，
导致日本探月活动陷入停滞。

直到世纪之交，日本宇宙航空
研究开发机构推出了“月亮女神”探
月计划。2007年9月，“月亮女神”探
测器在九州鹿儿岛县的种子岛航天
中心由H2A火箭发射升空。该探测
器长宽各2 . 1米、高4 . 8米，重约3
吨，包括一个主探测器和两个子探

测器，由日本三菱重工业公司研制，
当时的总造价约2 . 72亿美元。

“月亮女神”探测器搭载了15种
精密仪器，主探测器在距离月球表
面约100公里的轨道上绕飞，两个子
探测器将被释放出去，其中一个主
要保障各探测器与地面通信，另一
个测量月球的重力场。“月亮女神”
探测器的主要科学目标有三：探索
月球和地球的起源，研究月球的形
成和演化过程；观测月球的空间环
境；利用月球观测外太空。

目前，除了“好客”探测器，日本
计划明年开展“小型月球软着陆器
任务（SLIM）”，将向月球发射探测
器实现百米级精确软着陆。另外，日
本 私 营 月 球 机 器 人 探 索 公 司

（iSpace）正在推进“白兔-R”任务，
其研制的探测器计划搭乘美国太空
探索技术公司（SpaceX）的“猎鹰9”
火箭升空，奔赴月球验证着陆技术
并进行资源探测。此外，日本和印度
还将在明年共同发射新的月球探测
器，探寻月球有冰覆盖的区域，为航
天员在月球长期驻留做准备。

小行星采样走在前列

除了月球，日本还将太空探测
目光投向了小行星。早在2003年5
月，日本就在位于鹿儿岛县的内之
浦航天中心将一颗小行星探测器

“隼鸟”号发射升空，目标是奔赴距
地球3亿公里外的“丝川”小行星，进
行采样和返回任务。

“丝川”小行星长约540米、宽约
300米，是以日本已故“火箭之父”丝
川英夫的姓氏命名的。经过超过16
个月的太空飞行，重约495公斤的

“隼鸟”号抵达了“丝川”小行星，开
始进行绕飞探测。

2005年10月，当“隼鸟”号进一
步降低高度，准备按计划投放观测
器时出现意外，“智慧女神”观测器

被投放出去后并未在小行星表面着
陆，而是失踪了。随后，地面控制中
心转而计划让“隼鸟”号直接着陆，同
年11月的两次短暂着陆尝试均不理
想，回收箱仅在第二次着陆时收集到
一些小行星表面被激起的尘埃微粒。

随后，“隼鸟”号的化学燃料推
进器出现故障，导致其姿态失控，在
2005年12月与地球失去联系。失联
45天后，地面控制人员在2006年1月
再度与“隼鸟”号取得联系。2007年4
月，“隼鸟”号的离子发动机得以重
新启动，开始了返航之旅。最终，它
在2010年6月返回地球，“隼鸟”号在
大气层中焚毁，装有“丝川”小行星
尘土微粒的容器落在澳大利亚中部
沙漠。

2011年3月，日本宇宙航空研究
开发机构的研究小组在月球与行星
科学大会上，对外公布了“隼鸟”号
带回微粒的初步分析结果，微粒中
存在橄榄石、斜长石等岩石的大型
结晶，微粒与地球上发现的一种陨
石特征一致，且微粒受热后产生的
气体不具备地球物质特征。此外，微
粒中未检出有机物、碳元素等与生
命有关的物质。

2014年12月，日本在种子岛航
天中心将重609公斤的“隼鸟2”号探
测器发射升空，目标是对距地球约
3 . 4亿公里的小行星“龙宫”进行探
测并采样返回。2018年6月，“隼鸟2”
号抵达“龙宫”，随后向小行星表面
投放了信标，释放了两个微型机器
人，用以传回小行星表面的图像和
数据。此外，“隼鸟2”号还向小行星
表面投放了法德两国联合研制的探
测装置，并于2019年2月开始着陆并
进行采样。

2019年11月，完成三次采样后
的“隼鸟2”号开始返程，并于2020年
12月在地球附近与样品回收舱分
离，后者最终坠落在澳大利亚南部
沙漠地带并被成功回收。“隼鸟2”号

则利用剩余燃料继续太空旅行，变
更轨道后飞向直径仅30米的小行星
1998KY26，预计2031年抵达。

今年6月，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
发机构宣布，在“隼鸟2”号采集的
5 . 4克小行星“龙宫”样本中发现了
20多种氨基酸，这是首次直接确认
“在地球外存在氨基酸”。氨基酸是
构成蛋白质的基本单位，也是探究
地球生命起源的重要线索。

此外，日本政府还与美国国家
航空航天局签署协议，参与美国“阿
尔忒弥斯”探月计划，美国将在其主
导在建的月球轨道空间站“门户”给
日本宇航员一个驻站名额——— 不参
与登月任务，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
发机构将为“门户”空间站的“居住
与后勤前哨舱”提供电池等设备支
持，并用日方无人飞船为空间站运
输补给。

“门户”空间站是美国国家航空
航天局“阿耳忒弥斯”探月计划的内
容之一，由多国合作，以帮助美国再
次实现载人登月。美方原定2024年
登月，但计划一再推迟，如今预期最
早2025年登月。

日本文部科学大臣永冈桂子
说，日本将继续参与国际空间站项
目直至2030年。日本宇航员若田光
一自10月以来一直在国际空间站工
作。多国合作参与的国际空间站始建
于1998年，最初设计服役期限到2015
年，后经两次延长，目前延至2024年。
美国去年12月表示，要将服役期延长
至2030年，并敦促日本、加拿大和欧
洲国家等合作方继续参与项目合
作。据路透社报道，日本是第一个追
随美国宣布延长合作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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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家航空
航天局（NASA）新
一代登月重型火箭

“ 太 空 发 射 系 统
（SLS）”16日在佛
罗里达州肯尼迪航
天中心发射升空，
执行“阿耳忒弥斯1
号”无人绕月飞行
测试任务。由于技
术故障、飓风等影
响，火箭发射被推
迟了4次，如今美国
终于迈出重返月球
计划的第一步。

值得注意的
是，“太空发射系
统”还搭载了日本
首个登月探测器

“好客”。然而，日本
宇宙航空研究开发
机构（JAXA）22日宣
布，“好客”探测器
与火箭分离后出现
故障，由于无法与
地面建立通信，所
以决定放弃实施本
次登月探测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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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6日，日本小行星探测器“隼鸟2”号回收舱当天在澳大利亚南部着陆。 IC photo

1111月月1166日日，，美美国国航航天天局局新新一一代代登登月月火火箭箭““太太空空发发射射系系统统””搭搭载载““猎猎户户座座””飞飞船船从从佛佛罗罗里里达达州州肯肯尼尼迪迪航航天天中中心心发发射射升升空空。。 新新华华//路路透透

▲▲““太太空空发发射射系系统统””搭搭载载的的““好好客客””探探测测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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