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嫦娥五号，欢迎回家！
成功携带月球样品返回地球

实现中国探月工程又一次跨越

23天前，我们仰望夜空，你拖着长长的尾焰越飞
越高，在欢呼声中划过天际，直到消失在我们的视野
中；今天，我们又一次抬头，如流星般璀璨的你点亮夜
空，稳稳地投入家的怀抱。

辛苦了，嫦娥“五妹”，欢迎回家！

北京时间 12月 17日 1时 59分， 嫦娥五号成功
携带月球样品返回地球，完成了这次意义非凡的太空
之旅。这是 21世纪人类首次月球采样返回任务，标志
着中国航天向前迈出一大步。

嫦娥“五妹”，你何其幸运，成为嫦娥家族里首个
能“回家”的探测器，实现了中国航天探月工程的又一
次跨越。未来，中国人探索宇宙的脚步还将走得更远。

    第一个故事，很励志。故事的开头发生在半个多世

纪前，主角并不是我们。1969年，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
朗登上月球后，这样描述自己的所见：走在月球表面

上，犹如走在一个布满沙土的运动场上，四周有泛光灯
的照耀。

从 1969年到 1972年，美国成功将 12名航天员送
上月球，带回了总计约 381.7千克的月壤和月岩样品。

几乎在同一时期，苏联的月球 16号、20号和 24号无

人探测器共取回了约 326克月壤和岩心样本。
通过跟踪国外登月成果，翻译、总结这些资料后形

成教材，我国对月球的研究蹒跚起步。1978年，为推动
中美尽快建交，时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布热

津斯基到访中国。为表诚意，布热津斯基随身携带了一
份特殊的礼物———1克重的月岩标本。这 1克来自月

球的“礼物”太过珍贵，中国科学家将其一分为二，一半
收藏、一半研究。

中国探月工程首席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被誉
为“嫦娥之父”的欧阳自远回忆，当时组织了全国的相关

专家先开展非破坏性研究，然后是破坏性研究。科学家
们破解了其化学成分、同位素、矿物质、采集地点之谜，

靠着 0.5克标本，发表了 14篇研究文章，研究结果让美
国人信服。而剩下的 0.5克，被收藏在了北京天文馆。科

学家们希望“让大家都看见”。这半克月岩也成为北京天
文馆的“镇馆之宝”，历年来吸引了众多游客参观。

来自另一颗星球的岩石和土壤，蕴含着远古的信
息。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传播专家庞之浩说，通过研

究月壤，能进一步了解月球状态、物质含量、地质演化
历史，也可以为了解太阳活动等提供新的信息，这将帮

助中国人在月球研究领域为全球作出贡献。美国史密
森尼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地质学家埃里克·贾文也曾

撰文表示，来自月球的样品彻底改变了人类对月球表
面性质、月球起源等问题的认知。

故事发展到 2020年，主角换成了中国。嫦娥“五

妹”稳稳着陆在月球正面风暴洋的吕姆克山脉以北地
区———尚未有人类探测器造访过。这里存在大约 13亿

至 20亿年前的玄武岩，获得这些玄武岩的同位素年
龄，将有助于推进对月球火山活动和演化历史的认识。

通过钻取和表取，嫦娥“五妹”为我们带回了 2千克的
月球“土特产”，也让中国成为继美国和苏联之后，第三
个从月球取回样本的国家。

从 1克到 2千克，一晃就是 42年。我们探索

星辰大海的脚步，越迈越坚实！

    第二个故事，有关传承。12月 1日 23时，无数人早

已进入梦乡，而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飞控大厅，
很多双眼睛紧紧盯着大屏幕。当看到嫦娥五号探测器成

功着陆，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技术顾问、中国科学院
院士叶培建非常激动，他为嫦娥“五妹”的表现打了 100

分。叶培建今年 75岁了，但年龄并不妨碍他在嫦娥“五
妹”月球之行的 20多天里日夜陪伴、密切关注。叶培建

说，我国无人探月起步较晚，设计嫦娥五号的时候，就考

虑要将水平提得高一些，也要为今后的载人登月奠定基
础、摸索技术。

从 2004年探月工程立项开始，叶培建就参与其中，
他是我国嫦娥系列月球探测器研制团队的“主心骨”。研

制嫦娥“大姐”时经费有限，叶培建带领团队，把一块钱
掰成三块花，精打细算地铺就中国第一颗月球探测器的

奔月之路。嫦娥“四姐”落在哪？有人认为稳妥起见还应
该落在月球正面，叶培建则极力主张到月球背面去……

“人类在地球、太阳系都是很渺小的，不走出去，我们注
定难以为继。月球是全人类的，但谁开发谁利用，我们今

天不去，以后可能想去都难。”他的声音坚定有力。
叶培建说，中国航天的未来是可以寄托给年轻人

的。今后的空间站建设、火星和小行星探测，都要靠年轻
一代。那么在这次嫦娥五号任务中，年轻人又交出了怎

样的答卷？
曾多次担任 01指挥员的 80后青年胡旭东，是嫦娥

五号任务整个发射系统的“大管家”，负责协调整个发射
任务流程和进程状态控制。胡旭东对待工作，从来都是

高标准、严要求。他常说：“航天人的梦想很近，抬头就能
看到；航天人的梦想也很远，需要长久跋涉才能到达。”

文昌航天发射场最年轻的女指挥员，是 95后姑娘周承
钰。到单位的两年半时间里，她一共参加了 5次测发任

务，可是由于任务需要，她在每次任务中的定岗都不一
样：一级连接器配气台、二级连接器配气台、后端工作

站、动力箭上、连接器指挥。可每次换岗，周承钰都很快

适应下来，并圆满完成各项任务。
据了解，成功发射嫦娥五号的文昌航天发射场科技

人员，平均年龄只有 30.9岁，他们中博士学历占比

3.4%，硕士学历占比 32.6%。敢想敢做、锐意进取、

拼搏创新是这群青年才俊身上最耀眼的特质。

    月球不发光，是梦想让它有了光。如果要给第三个故事起

名字，或许没有比“梦想”更合适的了。这个故事始于 2004年，
那年，我国正式开展月球探测计划，在国务院正式批准绕月探

测工程立项后，工程的领导小组便将其命名为“嫦娥工程”。
“九天揽月星河阔，十六春秋绕落回”是故事的概括。中国

重大科研工程往往采用“三步走”战略，从小尺度来看，探月分
为“绕落回”三步，每一步都是对前一步的深化，并为下一步奠

定基础———

“绕”月探测是中国探月的第一步。2007年，嫦娥“大姐”成
功发射，中国自主研制卫星首次进入月球轨道并拍摄全月球影

像图。“落”月探测则是第二步，2010年，嫦娥“二姐”成功发射，
首次实现了我国对小行星的飞跃探测；嫦娥“三姐”在 2013年

造访“广寒宫”，实现了月球软着陆，这是我国航天器首次降落
在地球以外的天体；嫦娥“四姐”则实现了人类探测器首次月背

软着陆，揭开了月球背面神秘面纱。三步走最后一步“回”的重
任，就交到了嫦娥“五妹”的手里，她也不负众望，实现我国首次

月面自动采样返回。

从月球探测计划启动到嫦娥五号回家，从“绕”到“回”，中国
探月旅程已经走了 16年，而嫦娥五号“回”的完成，并没有为故

事画上句号。未来一系列航天任务，包括对火星、小行星的采样
返回，以及载人登月，都将用上源自嫦娥五号任务的技术。

从更大视角来看，月球探测也有“三步走”：探、登、驻，即无人
探测、载人登月、短期驻扎（建立月球基地）。“绕落回”三小步的最

后一步的完成，也标志着“探登驻”三大步的第一阶段收官。

月球是富饶“矿场”，也是理想的“太空补给站”，近年来也再次
成为深空探测的热土。不仅中国在月球探测中屡次实现突破，美国

和俄罗斯也提出了重返月球的计划，欧洲一直为建设月球村奔走，
寻求支持与合作……根据各国发布的计划，2030年之前，多国都

希望将航天员送上月球，并谋划建设永久的科研基地。
中国科学家们说，600年前，我们曾错过了海洋；今天，我们

不会再错过太空了。国家航天局透露，后续中国将陆续实施嫦

娥六号、七号、八号等任务，同时还规划建设国际月球科研站。
其中，嫦娥六号计划在月球南极进行采样返回；嫦娥七号计划着

陆月球南极，进行一次对月球地形地貌、物质成分、空间环境综
合探测任务；嫦娥八号除了继续进行科学探测试验以外，还要进

行一些关键技术的月面试验。

嫦娥“五妹”回家了，而作为中国火星探测的先行者，天问一号
离“家”已超过 1亿公里了。正如欧阳自远院士所说，除了月球以

外，中国还有能力飞得更远，我们要向太阳系的星辰大海进军！

本报记者 郜阳

▲ 12月 17日，工作人员在
嫦娥五号返回器着陆现场
作业 新华社记者 连振 摄

▲ 12月 17日凌晨， 嫦娥五号返回器携带月球样
品，采用半弹道跳跃方式再入返回，在内蒙古四子王
旗预定区域安全着陆 新华社记者 连振 摄

▲ 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拍摄的嫦娥五号返回器着
陆示意图 新华社记者 金立旺 摄

▲ 工作人员搬运
嫦娥五号返回器

新华社记者
彭源 摄

1克与2千克

75岁和30.9岁

16?和无限未来

新民图表 制图 戴佳嘉

11月 17日
长征五号遥五运载火箭垂直转运至发射区

11 月 24日 4时 30分
嫦娥五号探测器发射圆满成功，开启我国首次地外天体采

样返回之旅

11月 24日 22时 06分
嫦娥五号探测器完成第一次轨道修正

11月 25日 22时 06分
嫦娥五号探测器完成第二次轨道修正

11月 28日 20时 58分
嫦娥五号探测器成功实施“刹车”制动，顺利进入环月轨道

飞行

11月 29日 20时 23分
嫦娥五号探测器再次实施制动，进入近圆形环月轨道飞行

11月 30日 4时 40分
嫦娥五号探测器组合体成功分离

12月 1日 23时 11分
嫦娥五号探测器实施动力下降并成功着陆,将在预选区域

开展月面采样工作

12月 2日 4时 53分
嫦娥五号着陆器和上升器组合体完成了月球钻取采样及

封装

12月 2日 22时
嫦娥五号探测器完成月面自动采样封装

12月 3日 23时 10分
嫦娥五号上升器进入预定轨道，实现我国首次地外天体起飞

12月 6日 5时 42分
嫦娥五号上升器成功与轨道器和返回器组合体交会对接，

并于 6时 12分将样品容器安全转移至返回器中

12月 6日 12时 35分
嫦娥五号探测器对接组合体成功分离

12月 8日 6时 59分
嫦娥五号上升器受控落月

12月 12日 9时 54分
嫦娥五号轨道器和返回器组合体实施第一次月地转移入射

12月 13日 9时 51分
嫦娥五号轨道器和返回器组合体实施第二次月地转移入射

12月 14日 11时 13分
嫦娥五号探测器完成第一次月地转移轨道修正

12月 16日 9时 15分
嫦娥五号探测器完成第二次月地转移轨道修正

12月 17日 1时 59分
嫦娥五号返回器在内蒙古四子王旗预定区域成功着陆，标

志着我国首次月球采样返回任务圆满完成
本报记者 郜阳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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