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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你也能见到
“月球土特产”

我国复杂度最高的航天工程
嫦娥五号创造五项中国首次

国家航天局副局长、探月工程副总指
挥吴艳华在12月17日下午的国新办新闻
发布会上表示，嫦娥五号任务是我国复杂
度最高、技术跨度最大的航天系统工程，首
次实现了我国地外天体采样返回。

嫦娥五号任务创造了五项中国首次。
一是在地外天体的采样与封装；
二是地外天体上的点火起飞、精准入轨；
三是月球轨道无人交会对接和样品转

移；
四是携带月球样品以近第二宇宙速度再

入返回；
五是建立我国月球样品的存储、分析

和研究系统。

你也能见到“月球挖来的土”
一部分月球土壤将向公众展示

历经23天，往返超过76万公里，嫦娥
五号带着珍贵的月球“土特产”终于返回了
地球。

带着“土”特产归来后，回收后的嫦娥
五号返回器已于昨天下午抵达北京首都国
际机场，下一步将取出样品容器及搭载物，
正式向地面应用系统移交月球样品，一部
分月球土壤将入藏国家博物馆向公众展
示，我国首次地外天体样品储存、分析和研
究相关工作也将随之启动。

在17日举行的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
布会上，吴艳华表示，月球样品将主要用
于三个目的：一是用于科学研究；二是一
部分样品将用于博物馆展示和科普教育，
部分月球土壤将入藏国家博物馆，向公众
展示；三是根据国际合作公约，与世界各
国科学家共享。月球样品除主要存放于
中科院国家天文台外，还将存于湖南韶
山，作为异地灾备，以告慰毛泽东主席“可
上九天揽月”的夙愿。

嫦娥六号、七号、八号工程
将按计划陆续实施

早在20世纪初，航天之父齐奥尔科夫斯
基梦想乘坐火箭去其他行星，甚至去恒星旅
游，由此创立了著名的火箭理论。此后，曾
经遥不可及的穹顶再也无法阻止人类的脚
步。

从 50年前中国成功发射首颗人造地
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到50年后嫦娥五号首
次实现我国地外天体采样返回……“岁月
不居，时节如流。”穹顶之上，中国人用一
道道壮丽的航迹标注着创新的坐标。

就在嫦娥五号踏上归途之际，细心的网
友通过对比发现，原来10多年前，世界上的
主要航天国家都纷纷出台了自己的探月规
划：有的想发射探测器到月球、有的想载人
登月、有的想去月球建科研站……

时至今日，能够实现自己当年定下的探
月目标的，并不在多数。月亮虽然高高挂在
月空当中，但真的要去探索和接近它，绝非
易事。

在一份份宏大绚丽的规划面前，中国航
天人并没有那么多豪言壮语，而是选择用

“绕、落、回”三步走的方案，稳扎稳打地实现
自己的探月目标。

探月工程是《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
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确定的16个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之一。自立项以来，国家
航天局组织全国2000多家单位、数十万名
科技工作者，团结协作、集智攻关，经过16年
努力，高质量高效益完成六次探测任务，取
得了“六战六捷”的优异成绩，不超预算、不
降指标、不拖时间，如期完成三步走规划，圆
满完成我国首次地外天体采样返回任务，在
月球探测领域向全世界交出了一份亮丽的
答卷。

发布会上，国家航天局副局长、探月工
程副总指挥吴艳华介绍，以嫦娥五号任务圆
满成功为起点，我国探月工程四期和行星探
测工程将接续实施。目前，首次火星探测任
务天问一号正在奔火的征程；嫦娥六号、七
号、八号，小行星探测，火星取样返回，木星
系探测等工程任务也将按计划陆续实施。

很多网友关心未来是否能去月球旅游，
还有记者提问中国有无载人登月计划？吴
艳华介绍，将先搞关键技术攻关，再规划论

证是否载人登月。中国如果做，一定
是服务于科研、服务于探索未知。

■反响

“嫦五”回家
全球热议

中国探月工程嫦娥五号任务取
得圆满成功。欧洲、美国、日本的航
天机构、专家与媒体等对此高度关
注，并积极评价嫦娥五号任务的科学
意义。

日本共同社17日报道说，中国成
为继美国和苏联之后第三个采集月球
土壤的国家，这也是人类时隔44年再
次成功采集到月壤。中国正朝着太空
强国的目标积累技术和经验。

德国新闻社当地时间16日发表文
章说，研究人员对嫦娥五号带回的月球
样品充满期待，相关研究可为了解月球
的火山活动和历史提供新线索。

美国华盛顿大学地球与行星科
学教授布拉德利·乔利夫说，嫦娥五
号将月球“宝藏”带回了地球。此次
嫦娥五号在月球表面的着陆点具有
很重要的科学意义，其收集并带回地
球的样品属于月球上最年轻的火山
表面样品。嫦娥五号采集的月球样
品能够填补相关空白，为月球年代学
研究提供关键信息。

美国圣母大学地球科学家克莱
夫·尼尔表示，嫦娥五号带回的样品
代表着完全不同的月球历史年代，这
无疑将有助于人类更好地了解月球
的发展演变。

在昨天下午的外交部例行记者
会上，发言人汪文斌在回答有关嫦娥
五号的问题时表示，嫦娥五号探月工
程任务得到了包括欧洲航天局、阿根
廷、纳米比亚、巴基斯坦在内的相关
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和协助，中方
对他们表示衷心感谢。汪文斌还说，
人类探索太空的步伐永无止境，但“世
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中方愿与世
界各国一道，弘扬追逐梦想、勇于探索、
协同攻坚、合作共赢的探月精神，共同
为人类和平探索利用外空、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

综合新华社、央视新闻

嫦娥五号返回器安全着陆嫦娥五号返回器安全着陆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嫦娥五号是21世纪人类首次完成月球采样返回任务，标志着中国航天向前
迈出一大步。作为我国复杂度最高、技术跨度最大的航天系统工程，嫦娥五
号首次实现了我国地外天体采样返回，将为深化人类对月球成因和太阳系
演化历史的科学认知作出贡献。

昨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探月工程嫦娥五号
任务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回家
嫦五

民生
要点

A03
2020年12月18日 星期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