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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月工程嫦娥四號任務月球車全球徵名活動啟動儀式15日在京舉行，首次公布嫦娥
四號任務着陸器、月球車外觀設計構型。記者現場獲悉，在探測器中繼衛星 「鵲橋」 完
成在軌測試後，中國計劃在年底發射嫦娥四號，它將降落在月球南極附近的艾特肯盆地
，首次實現人類探測器在月球背面的軟着陸和巡視勘察，嫦四月球車搭載的特殊分析儀
，助中國打開國際合作之門，攜手探測宇宙形成早期短波等微弱信號。

接班玉兔號 新登陸車亮相全球徵名

地月拉格朗日點
又稱 「平動點」 ，由法國數學家拉格朗日推算

得出而得名，指小物體在兩大物體引力作用下相對
於它們保持靜止之空間點，分為L1、L2、L3、L4、
L5，運行於此的探測器消耗很少燃料即可長期駐留

天文觀測
•月球背面屏蔽地球無線電、閃電和極光等干擾信

號，在月背獨特電磁環境條件下開展低頻射電觀測研
究，將填補100KHz-10MHz射電天文觀測空白，有望取

得行星際激波、日冕物質拋射和空間傳播機理等方面原
創性成果

地質觀測
•月球背面與月球正面地質特徵存在很大差異，嫦娥四號對
月球背面開展形貌、物質組成、月壤和月表淺層結構的就位
與巡視綜合探測，將促進對月球早期演化歷史的新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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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地球：40多萬公里

距月球：約6.5萬公里

L2

【大公報訊】記者周琳北京報道：月球背面的地
形比正面遠為複雜，多 「山」多 「谷」。複雜地形為
嫦娥四號着陸帶來更多困難。中國探月工程總設計
師吳偉仁打了個比方： 「嫦娥三號相當於在華北平
原着陸，嫦娥四號則相當於在崇山峻嶺的雲貴川
地區着陸。」

數據傳輸暢通無阻
在月球背面飛行和着陸的探測器，由於月

球本身阻擋，不能直接和地面進行無線電通信
。地面控制人員無法了解到飛船的運行狀況，
也無法把測控信號傳輸給飛船進行各種操作。
如果是飛行在月球上空數十至上百千米高度的
探月衛星，在通信中斷情況下，還可依照慣性保
持原姿態繼續飛行。

若是月球車或者登月艙要成功着陸在月球背
面，需要實時測量飛行軌道，發送測控信號以調整
降落速度和着陸姿態，才能實現安全着陸。因此，
要確保嫦娥四號在月球背面安全着陸，首先需發射一
顆中繼衛星，建立探測器和地面之間的通信聯繫，通
過中繼衛星傳輸數據和發送測控信號。

探索月球背面Q&A

為何將中繼衛星送上拉格朗日點？
一則減少消耗燃料，更重要的是它所

在位置既能 「看到」 月球背面，也能 「看
到」 地球，如同無形的橋實現地月通信

中國探月進展如何？
將發射的嫦娥四號和嫦娥五號探測器

，均屬無人月球探測階段，當中分為 「繞
」 「落」 「回」 三步走。尚未發射的嫦五
任務將實現最後一步無人自動採樣返回

探月數據有何作用？
「嫦娥」 系列各型號總指揮葉培建日前受

訪時表示，受制於我們生存空間，有很多問題
至今無法回答，如宇宙怎麼形成，生命是從哪裏

來等，只有踏上太空尋找正答案 大公報整理

【大公報訊】記者周琳北京報道：中國
探月工程總設計師吳偉仁介紹，嫦娥四號任
務月球車總體上繼承嫦娥三號 「玉兔號」基
本框架。在可靠性上下了功夫，特別是在防

止月球上的石頭，溝壑，摩擦這
方面做了上千次實驗，保

證它長期地在月球上
運行。

月球車總
重量約140

公 斤 ，
是全球
目 前

重量最小月球車。為保證儀器設備在月夜零
下180℃的環境中不被凍壞，月球車配置同位
素熱源，為儀器設備供熱。同時，嫦娥四號
任務月球車也吸收嫦娥三號任務 「玉兔號」
經驗。此前，由於月晝月夜的巨大溫差， 「
玉兔號」在執行任務過程中遇到電纜短路問
題，嫦娥四號任務月球車針對電纜進行設計
改進和試驗。吳偉仁透露，嫦娥三號着陸器
和月球車設計壽命分別為1年和3個月，最終
月球車工作了2年9個月，着陸器目前仍在運
行，工作狀態很好。嫦娥四號月球車設計壽
命也是3個月，預計運行時間將比 「玉兔號」
更長。

修正電纜短路 能抵零下180℃嚴寒

地
月
信
息
聯
通
﹁

天
橋
﹂
示
意
圖

「鵲橋」 中繼星搭載的沙
特相機6月8日拍攝的月面
影像，位於月球背面北半
球彼得羅帕夫洛夫斯基M
環形坑附近。

地月高清合照

月
球
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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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中繼衛星鵲橋號
2018年5月21日5時28分由

中國發射升空，是世界首顆運行
於地月拉格朗日L2點的通信衛星
，將承擔嫦娥四號着陸器和巡視
器與地球間的通信和數傳任務，
成為地月信息聯通 「天橋」

距拉格朗日點L2：
約3500公里

L2點任務軌道
繼承繼承「「玉兔號玉兔號」」的外形的外形和狀和狀
態態，，呈長方形盒狀呈長方形盒狀，，長長
11..55米米，，寬寬11米米，，高高11..11米米

六個輪狀
移動裝置

太陽能電池帆板

用於地月對話的通
訊天線

四台相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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嫦娥四號着陸器
計劃登陸月球背對地

球一面的艾特肯盆地

由於月球自轉特點，月球有一面永
遠朝向地球，另一面總是背向地球，只
有約59%的月面能被地球觀測到。受測
控通信條件限制，目前全世界進行過120
多次月球探測活動，但從來沒有探測器
登陸過月球背面。目前得到的有關月球
背面信息，都是通過遙感探測和所拍照
片獲得。

「鵲橋」當先頭部隊穿針引線
嫦娥三號任務取得圓滿成功後，為

充分利用已有產品條件，最終確定嫦娥
四號着陸月球背面的實施方案。中國於
2018年5月21日在西昌衛星發射中心發射

了 「鵲橋」中繼衛星，按計劃中國探月
工程嫦娥四號任務將於2018年12月實施
，首次實現人類探測器在月球背面軟着
陸和巡視勘察。

探月工程副總指揮、國家國防科工
局探月與航天工程中心主任劉繼忠表示
，要實現在月球背面軟着陸和巡視探測
，是工程技術和空間科學的雙重跨越和
創新。首先，因月球整體阻攔，使月球
背面成為與地面通信和測控的禁區。目
前， 「鵲橋」中繼衛星在距月球約6.5萬
公里的地月拉格朗日L2點使命軌道運行
，將為落在月球背面的嫦娥四號月球探
測器提供地月中繼測控和數傳服務。

其次，由於月球正面屏蔽地球無線
電干擾，月球背面的電磁環境乾淨，為
開展空間科學領域最前沿的低頻射電天
文觀測與研究提供理想場所。再次，充
分利用月球背面最古老的月殼岩石獨特
條件開展地質特徵勘查，有望在國際上
建立集地形地貌、淺層結構、物質成分
於一體的綜合地質剖面和演化模型，獲
得對月球早期演化歷史新認知。

15日，嫦娥四號任務月球車外觀正
式公布，這是中國繼 「玉兔號」後的第

二輛月球車，據了解，探月工程嫦娥四
號任務月球車全球徵名活動從2018年8月
15日開始啟動，提交時間截至北京時間9
月5日24時，預計10月上旬公布徵名結果
。參與活動者最高可獲3000元人民幣獎
勵，還有機會赴發射現場目送嫦娥四號
飛天。

國際首次月表探測中性原子
中國探月工程總設計師吳偉仁介紹

，承擔月球背面巡視探測任務的嫦娥四
號月球車，基本繼承 「玉兔號」狀態。
為適應月球地面狀況和極大的溫差，嫦
娥四號月球車在運動安全、能源供給、
科學探測、測控通信等方面均作特殊設
計。

吳偉仁表示，此次嫦娥四號任務國
際合作載荷數量和規模空前。嫦娥四號
月球車上搭載一台與瑞典合作的中性原
子分析儀，用於觀測巡視探測點的高能
粒子，將是國際首次在月表開展能量中
性原子探測任務。吳偉仁補充，月球背
面處於一種電磁波 「寧靜區」，探測器
可接收宇宙形成早期發出的短波一類微
弱信號。中性原子分析儀

地形複雜多山谷
實時測量軟着陸

嫦娥四號月球車智慧節能
•採用在月晝時工作，月夜時休眠作息模式。經歷
月夜期間極低的溫度後，可伸縮的太陽能電池帆板
會在夜晚的時候自動收起來，搭成一個小房子的樣
子，將儀器設備都包在裏面，從而保護各種儀器不
會被凍壞，確保月球車有剩餘電力自動甦醒。

中繼衛星
「鵲橋號」

嫦娥四號月球車

▲15日，中國國家國防科技工業局探月與航天工程中心在北京舉行儀式，啟動嫦娥四號
任務月球車全球徵名活動，中國探月工程總設計師吳偉仁介紹嫦娥四號月球車 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