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嫦娥五号发射在即采样返回或将改写月球历史
日前，“长征五号遥五”运载火箭与“嫦娥五号”探测器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总装测试工作后，垂直转

运至发射区，计划于本月下旬择机实施发射。探月工程嫦娥五号任务是中国探月工程第六次任务，计划实现月面自动采

样返回，助力深化月球成因和演化历史等科学研究，是我国航天领域迄今最复杂、难度最大的任务之一。

中国探月16年：“绕～‘落”顺利完成，“回”正当时

自2004年起，中国开始实施月球探测工程。这也是我国空间探测的起点。月球是离地球最近的一个星球，又蕴含

丰富的资源、能源和特殊环境，所以无论从技术、科学还是经济等方面考虑，各国在空间探测领域大都先从探月开始。

中国探月工程采用“绕、落、回”三步走发展战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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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4日，我国发射第一个月球探测器“嫦娥一号”。这一项目用修2 km地铁的经

费，打造了38万千米的天路。“嫦娥一号”比原计划多飞行了117天，共传回1．37 TB有效科学探测数据。它获取了

世界第一幅全月图，以及月表化学元素分布和矿物含量、月壤分布、近月空间环境等数据，填补了我国在探月领域的空

白。在超额完成各项任务后，2009年3月1日，“嫦娥一号”受控撞击了月球丰富海区域。

我国探月工程的第二步是“落”月探测，实施了“嫦娥二号”“嫦娥三号”共两次飞行任务。2010年10月1日，

作为技术先导星的“嫦娥二号”发射升空。它运行在距月面100 km高的极轨道上，主要对六项新技术进行试验验证，

并对未来的预选着陆区进行高分辨率成像，同时获取更丰富和准确的探测数据。2011年4月1日，“嫦娥二号”半年设

计寿命期满后，又进行了一系列拓展试验，开创了我国航天一次发射开展多目标多任务探测的先河。“嫦娥三号”是探月

二期工程的主任务。2013年12月14日，“嫦娥三号”在月面软着陆，首次实现了我国对地外天体的软着陆。12月15

日，“嫦娥三号”的着陆器与巡视器互相拍照，使我国成为世界第三个掌握落月探测技术的国家。它直接获得了丰富的月

球数据，并经受了着陆、移动和长月夜生存三大挑战。目前，“嫦娥三号”的着陆器仍在工作，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在月面

工作时间最长的着陆器。

“嫦娥四号”原来是“嫦娥三号”的备份，由于“嫦娥三号”完成了任务，所以“嫦娥四号”被改为探月四期工程的

第一个任务。2018年5月21日，我国发射世界首颗运行在地月拉格朗日2点轨道的月球中继星“鹊桥”，并于6月14

日进入使命轨道。同年12月8日，世界首次在月球背面着陆的探测器“嫦娥四号”升空。“嫦娥四号”肩负了三大科学

任务：开展月球背面低频射电天文观测与研究；开展月球背面巡视区形貌、矿物组分及月表浅层结构探测与研究；试验

性开展月球背面中子辐射剂量、中性原子等月球环境探测研究。利用“嫦娥四号”传回的探测数据，我国科学家获得了

大量科学新发现，例如首次揭示月球背面地下结构、为解答月幔物质组成的问题提供直接证据等。

即将于本月下旬发射的“嫦娥五号”，将执行我国探月三期任务“采样返回”。探月三期的目标是实现我国首次月面

自动采样返回，对返回样品进行系统分析与研究，深化对月球和地月系统的起源与演化的认识。这也将为载人登月和深

空探测奠定基础。

据中国国家航天局透露的消息，目前基本明确探月工程四期还有三次任务：“嫦娥六号”计划在月球南极进行采样

返回，根据“嫦娥五号”的采样情况确定是否去月背；“嫦娥七号”将是在月球南极进行的一次针对月球的地形地貌、物

质成分、空间环境的综合探测任务；“嫦娥八号”除了继续进行科学探测试验外，还要进行一些构建月球科研基地的前期

探索。

无人采样2 kg，将填补月球火山活动认识上的重要空白

作为我国探月工程三期的主任务，“嫦娥五号”由上升器、着陆器、轨道器、返回器四个部分“串联”组成，将先后

经历发射入轨、地月转移、近月制动、环月飞行、月面下降、月面采样、月面上升、交会对接、环月等待、月地转移和再

入回收等飞行阶段，最终在内蒙古四子王旗着陆，然后将约2 kg月球样品送至地面实验室开展精细研究。

任务大概过程是：“嫦娥五号”组合体进入月球轨道后将两两分离，轨道器一返回器(简称“轨返”)组合体留在轨道，

着陆器上升器(简称“着上”)组合体在月面上降落。着陆后，用着陆器上的电铲铲取月壤，自动打钻钻取岩芯，采集的

样品放在上升器的返回舱里，进行无污染严密封装。随后，上升器从月面起飞，与轨返组合体交会对接，把样品转移到

返回器后，上升器与轨返组合体分离。接着，轨返组合体踏上归途，在距地球一定高度处返回器从轨返组合体中分离。

最终，返回器采用半弹道跳跃再入方式进入大气层，落至预定着陆场。

如果一切顺利，“嫦娥五号”将实现我国开展航天活动以来的四个“首次”：首次在月面自动采样；首次从月面起飞；

首次在38万千米外的月球轨道上进行无人交会对接；首次带着月壤以接近第二宇宙速度返回地球。

根据相关介绍，“嫦娥五号”将在月球正面最大的月海风暴洋北部吕姆克山脉附近着陆，此地从未有其他国家的探测

器到访过。该地存在大约13亿至20亿年前的玄武岩，而人类目前尚未有这一时段的月球样本，“嫦娥五号”的取样将

填补这一空白。获得这些年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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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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