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嫦五採樣返回  鋪路載人登月

如何確保樣品完好？

　　將在真空條件下獨立進行罐子解

封，再轉移到氮氣環境下存儲和處理。

月球樣品容易受到地球上氧和水的侵

蝕、風化，因此在氮氣環境下存儲的過

程中，還必須嚴格控制水和氧的指標。

美蘇不是已採過月壤嗎？

　　嫦五採樣的區域「風暴洋」，美蘇

未有踏足。這區域相對較年輕，富集

鈾、釷、鉀等放射性元素，存在大約

13億至20億年前的玄武岩，獲得這些

年輕玄武岩的同位素年齡，將有助推進

對月球火山活動和演化歷史認識。

話你知：

嫦五採集月壤秘訣

　　十年多之前，時任中國國家航天局局長、中國探月

工程總指揮欒恩傑院士接受採訪說：「我們現在還只能

提供去月球的『單程票』，可以把『嫦娥』送到月球『嫁』

給吳剛。」如今，嫦娥五號成功開展月球採樣並滿載而

歸，這無疑表明，中國已經有了往返月球的「雙程票」。

有了月球往返「雙程票」之後，中國航天將如何規劃未

來發展？

嫦六挑戰月球南極採樣返回

　　國家航天局副局長、探月工程副總指揮吳艷華表

示，在月球探測方面，中國基本規劃確定的任務是探月

工程四期，共包括四次任務。第一次任務是嫦娥四號月

球背面着陸巡視探測。第二次任務是嫦娥六號，還將進

一步優化論證工程目標和科學目標。嫦娥七號和八號任

務也在規劃當中。吳艷華透露，嫦六任務將以月球南極

採樣返回為主，亦不排除進行挑戰更大月背「挖土」，

為人類首次帶回月球背面樣品。國家航天局新聞發言人

許洪亮強調了在後續探月任務中國際合作的重要性。中

國嫦七以及俄羅斯的「月球─資源-1」都希望對月球

南極進行探測，中俄正準備就此開展合作。

2020年 12月 17日凌晨1時 59分，歷經23天月

球採樣之旅，嫦五返回器攜帶月球樣品，在內蒙古

四子王旗預定區域安全着陸。中國探月工程追夢16年、

「六戰六捷」、「繞、落、回」三步走計劃圓滿收官。

　　國家航天局副局長吳艷華向《大公報》表示，嫦五

開展的「月面起飛」、「軌道交會對接」、「再入返回」

等，都是未來載人返回的必要技術。嫦五這次任務，正

好為未來載人登月打好基礎。

第三個從月球採樣國家

　　中國是全球第三個取回月球樣品的國家，此次取回

的月球樣品主要包括三類用途。第一類是最主要目的，

即用作科學研究。第二類，將有部分樣品入藏國家博物

館，向公眾展示進行科普教育。第三類，一般依據國際

合作公約和多邊雙邊合作協議，中國將發布月球樣品和

數據管理辦法，與有關國家和世界科學家共享，也有一

部分按照國際慣例，可能作為國禮相送，目前還在研究

商談當中。

與香港科學家分享月壤

　　月壤有非常嚴格的保存條件，「見到大氣就沒用

了」，吳艷華透露，嫦五取回的月球樣品將在北京、湖

南韶山兩處儲存。在能夠具備條件進行科研的前提下，

將依照有關月壤管理辦法，與香港等地的科學家共同分

享月壤，「歡迎大家一起來研究」。

　　對於月球樣品的科學研究，中國科學院國家天文台

研究員、探月工程三期副總設計師李春來表示，此前俄

羅斯和美國的九個採樣點，都在緯度30度範圍，嫦五

採樣點選擇43度風暴洋東北角的玄武岩區域，這是全

新的採樣區域，全新的樣品研究對月球表面風化作用、

火山作用和區域地質背景、區域地質演化方面應該作出

很多科研貢獻。

取得月球
「雙程票」後……

任務

．�採集約 2千克
月球樣本，實
現中國首次地
外天體採樣。

目標

．�風暴洋富集鈾、釷、鉀等放射性元素，存在大
約13億至20億年前的玄武岩，獲得這些年輕
玄武岩的同位素年齡，將有助於推進對月球火
山活動和演化歷史的認識，或改寫月球歷史。

着陸點

．�月球正面「風暴洋」，「呂
姆克山脈」以北地區。

淺鑽、深鑽

鏟土、挖土 夾土、封裝

．�嫦娥五號探測
器着陸器和上
升器組合體着
陸後全景相機
環拍成像

嫦五鑽土採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