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实现月球背面采样返回

落得稳当 回得顺利
6月2日，在经历30天的辛勤

奔波后，嫦娥六号稳稳落在月球背

面南极—艾特肯盆地预选着陆区，

开启“挖呀挖呀挖”的任务。

没休息多久，嫦娥六号“体内”

的金属“触角”——钻取装置便“蠢

蠢欲动”，直指人类第一抔月背之

壤。“六妹”带去月球的“家伙什”不

仅钻得动，而且钻得好，一边钻土还

能一边打包——有点像做香肠，把

钻取的月壤有层次地自动裹进打包

袋里。完成钻取采样后，“六妹”又

安排上了表取……

采样结束，人们定睛一看，月表

留下一个“中”字；嫦娥六号着陆器

携带的五星红旗也在月球背面成功

展开，这面国旗可是由新型复合材

料和特殊工艺制成的呢！

昨天，带着月背“土特产”的嫦

娥六号在听到了“家的呼唤”后，两

入大气层，两次实施气动减速；距地

约10公里高度时，返回器打开降落

伞，并准确在预定区域平稳着陆。

从5月3日成功发射到6月2日

精准着陆在月球背面“挖宝”，再到6

月25日顺利着陆“回家”，嫦娥六号

每一个动作环环相扣、顺利进行，这

场长达53天的太空探索终获成功！

月背之壤 令人期待
“姐姐”嫦娥五号带回的“土特

产”里，首次发现了天然形成的少层

石墨烯。无人月面取样返回，“五

姐”已经做到了。

作为嫦娥五号备份的嫦娥六

号之所以吸引力不减，首先就是月

背的独特性。由于地球对月球的

潮汐锁定效应，这颗卫星以同步自

转的方式绕地球公转，意味着月球

亘古以同一个面朝向地球，这才有

了“正面”与“背面”之分。探测研

究也发现，月球的正面和背面在地

形地貌、元素分布和地质特征等方

面，都存在着显著且巨大的差异。

“嫦娥之父”、中国天体化学与地球

化学家欧阳自远院士就曾提及，月

球背面存在着这颗卫星上最为古

老的岩石。

此次任务预选的着陆区南极—

艾特肯盆地是探测月球深部物质的

一扇天然窗口，这里的“土特产”对

了解月球的形成演化历史，有着极

大的科学研究价值。此外，采集月

球背面的图像和样品，分析其坑洼

起伏的“撞击记录”，可为进一步了

解月球内部的物质构成提供宝贵信

息。“六妹”带回的月背土壤，将成为

了解宇宙向前迈出的一大步。

踏实迈步 逐梦深空
长期以来，我国致力于凝聚各

方智慧，让世界各国都能参与太空

探索、共享航天成果。去年，中国宣

布嫦娥五号月球科研样品将面向国

际开放申请，欢迎各国科学家共同研

究、共享成果；嫦娥六号更是“国际范

儿”十足——搭载了欧空局月表负离

子分析仪、法国月球氡气探测仪、意

大利激光角反射器、巴基斯坦立方星

等国际载荷，一同开展科学探测。

随着“六妹”顺利回家，月背土

壤科学研究即将开启。与此同时，

争分夺秒的中国探月时间表提醒人

们不能停下脚步：2026年前后发射

嫦娥七号，开展月球南极环境与资

源勘察；2028年前后发射嫦娥八

号，开展月球资源原位利用技术验

证；2035年前建成国际月球科研站

基本型……

我国首辆月球车玉兔，也没有

被人忘记。2016年7月，这只喜欢

发微博的兔子在超期服役后，向人

类道了最后一声晚安。嫦娥六号任

务期间，无数网友在@月球车玉兔

的最后一条微博下留言，有人说：

“兔兔，嫦娥六号今天回家了，希望

她的下一代或者再下一代能把你带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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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背“挖土”归来
嫦娥六号到家了

本报记者

郜阳 叶薇

嫦娥六

号此次探月

之旅，被称为

我国航天史上“最

复杂的任务”之

一。上海多个科研

机构，为嫦娥六号探索

月球保驾护航。

护航
深空最长寿卫星
今年3月发射的鹊桥二号中继

星，在圆满完成嫦娥六号任务后，

将择机开展科学探测任务，其携带

的极紫外相机、阵列中性原子成像

仪和地月甚长基线干涉测量

（VLBI）试验系统，将收集来自月球

和深空的科学数据。

“作为探月工程四期任务实施

的关键一环，鹊桥二号将在轨运行

8年，是我国深空领域最长寿的卫

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八院811所

鹊桥二号中继星指挥许祺峰介绍，

鹊桥二号中继星选择了一条特殊

使命轨道，其带来的极低温、长地

影、高辐照等问题，给承担电源分

系统研制任务的八院811所研制人

员带来了挑战。

中继星处于绕月冰冻轨道，空

间环境很恶劣，每年卫星将经历两

次地球和月球同时遮挡的情况，最

长阴影期近5小时，期间蓄电池将

开展高达90%的深度放电，这对蓄

电池的寿命相当不利。另外，长时

间处于阴影期时，卫星表面温度下

降到零下207℃，这是目前为止国

内卫星电源遇到的最低温度，对裸

露在星体外的太阳翼也将造成极

大冲击。研制人员直面挑战，改进

锂电池的配方，优化电池结构，量

身打造了可以长时间高荷电态贮

存的长寿命型锂离子电池单体，并

开展了地面一比一模拟试验检验

锂电池性能。团队还首次提出长

阴影充电终压升档和温度唤醒等

新技术，有效延长了蓄电池在轨寿

命；制定了蓄电池三防“过放、过

充、短路”保护策略，确保锂电池8

年在轨可靠使用。

为了保证安装在中继星舱外

的太阳翼能够保持稳定运行，811

所研制团队在元器件、原材料和工

艺等三方面开展了技术攻关：首次

选用了具备抗疲劳性能更好、强度

更大的合金材料作为电池互连片，

采取了耐温度交变范围更宽的电

阻焊接工艺，合成了耐极温型底片

胶，并根据该底片胶制定了太阳电

池片贴片新工艺。

实时
为探月之旅“导航”
在嫦娥六号任务中，我国甚长

基线干涉（VLBI）测轨分系统在地

月通信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它

就像一双眼睛，实时为嫦娥六号

“导航”。

VLBI测轨分系统包括了“四站

一中心”，即上海天马站、北京密云

站、新疆南山站、云南昆明站和上

海VLBI数据处理中心，最高分辨率

可等效为一台直径为3200千米的

单口径望远镜。

“自嫦娥一号开始，我们就将

实时VLBI技术成功应用于月球探

测器的测定轨，构成了现有的‘测

距测速+VLBI测角’深空高精度测

定轨体制。”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

台研究员郑为民说。

记者了解到，在嫦娥六号任务

中，VLBI测轨分系统面临着不同以

往的难点和挑战：地面观测站在近

月制动、月地入射过程中对探测器

的位置部分不可见，在动力下降

段、月面工作段、月面上升段则均

不可见，需要鹊桥二号中继星支

持。相较于“嫦娥五号”任务，对定

时定点着陆要求更高，且推进剂

余量更少；由于嫦娥六号任务采

用新型的逆行轨道，环月飞行时

间大大增加，实时任务周期更长，

由23天延长到53天，对VLBI设备

的稳定性和人员持续工作都是很

大的考验。

郑为民介绍，嫦娥六号任务实

施过程中，VLBI测轨分系统主要承

担全任务11个飞行段中共9个飞

行段的实时测定轨任务，“在嫦娥

六号任务中，VLBI测轨分系统可以

对四器组合体、四器分离后的轨道

器和上升器进行实时测定轨，还能

分时对鹊桥二号中继星进行实时

测定轨，支持对月球背面的测控通

信。此外，它还可以完成双目标观

测的快速切换与测定轨，确保嫦娥

六号探测器与中继星之间的切换

能在50分钟内完成，后续轨道器和

上升器切换时间更短。”

“最复杂的任务”有“上海力量”守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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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月背“土特产”，嫦娥六号回家了！
6月25日14时7分，嫦娥六号返回器准确着陆于内

蒙古四子王旗预定区域，工作正常。探月工程嫦娥六号
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实现世界首次月球背面采样返回。

这是注定载入人类探月史册的重要时刻！

■  月8日
嫦娥六号探测器实施近月
制动，进入环月轨道飞行。

■  月3日
嫦娥六号探测器在
中国文昌航天发射
场发射升空并进入
地月转移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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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4日
上升器点火起飞、精准入轨。

■ 6月6日
上升器完成与轨道器和返回器组合体
之间的交会对接及样品转移，此后按
计划与轨道器和返回器组合体分离并
受控落月。

■ 6月  日
嫦娥六号返回器在内蒙古
四子王旗着陆场成功着陆。

 在北京航天

飞行控制中心

屏幕上拍摄的

嫦娥六号取样

回放画面

▲

在北京航天飞行

控制中心屏幕上拍摄

的嫦娥六号返回器即

将着陆的动画模

拟画面

▲ 嫦娥六

号 返 回 器

安全着陆

▲

嫦娥六

号探测器由

长征五号遥

八运载火箭

在文昌航天

发射场发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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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 日
嫦娥六号精准着陆在月球背面南极—艾特
肯盆地预选区域并开展采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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