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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对太空的探索是循序渐进的。
月球作为离地球最近的天体，其引力仅
有地球的六分之一，因此航天器若是在
月面起飞会更节省燃料，同时由于月球
没有大气层，电磁信号的接收与发送也
会更稳定。目前，人类已经掌握月球采
样返回技术，下一步就需要根据月球的
资源、能源及特殊的地理环境等因素建
立月球基地。月球基地的建立将为人类
探索更远深空提供一个落脚点，为过往

的航天器进行检修和补充燃料，为人类
未来移民月球作准备。

月球探测从来不是单纯的科学研究
活动，它体现的是以经济、科技实力为基
础的综合国力的展示与较量。月球也是
当代太空战的新制高点，中国月球探测
工程首席科学家欧阳自远表示，若在月
球上建立军事基地，只要1.3秒就可以摧
毁地球的各种军事设施，而地球的军事
设备却永远打不到它。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研究员刘敬祥表示，探索月球
背面确实是一项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任务，因为月背无法
接收地球的无线电传输信号。为解决这一问题，中国在
2018年发射了“鹊桥”中继卫星。正是由于“鹊桥”作为
通信站实现了地月之间的数据传输和通信，嫦娥四号探
测器成为第一个成功在月球背面软着陆的探测器，为未
来的深空探测奠定了基础，如后期的嫦娥六号，将执行
月球背面采样返回任务。

今年6月26日晚，探月与航天工程中心
发布了《关于发放第六批月球科研样品的公
告》。该公告显示，广东两所高校——中山
大学和深圳大学分别通过了申请，获得借用
月球科研样品合共120.6毫克的机会。

这不是广东高校第一次获得来自月球
的科研样品。早在2021年7月12日，国家航
天局举行嫦娥五号任务第一批月球科研样

品发放仪式，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
所、中山大学、东莞松山湖材料实验室等单
位都申请到了珍贵的样品。中大大气科学
学院副教授肖智勇介绍，中大有一支做行星
地质研究的团队。团队将提取月壤中的因
撞击形成的产物，并计划对月壤开展化学分
析，希望研究其中的物质成分，从而分析月
球的撞击过程和撞击历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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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要花费巨大人力财力，耗时十年之久绘就一幅图卷？中国月球探测工程首
席科学家欧阳自远对此做出了解答：这张图实际上是月球的百科全书，通过汇集全世
界对月球的探测数据，深入讲述了月球全球的地形地貌、地质构造、岩石类型和演化
历史，月球科学家们通过这张图就能得到全球月面的精确数据，该图的诞生有利于今
后的月球科学研究与发展。

地形图的背后是中国探月进程的不断迈进，是人类对太空探索的孜孜追求。然
而，此前科学界早已有不一样的声音，认为月球处于“死亡”状态。既然如此，为何全
球各国还要联起手来探索月球？

由于持续的板块运动和火山活动，
地球上很多早期地质记录都被“抹除”
了，而月球的“停滞”状态使得很多早期
记录得以保留。通过研究月球，可以对
照了解地球早期信息，有助于人们认识
生命、地球、太阳系以至整个宇宙起源和

演化的历史，研究空间现象和地球自然
系统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探讨我们人类
在宇宙中的位置和意义，也有利于我们
对可能发生的来自太空中的不明风险进
行预测。

月球——地球的一面镜子

月球没有大气层，太阳风吹拂月球
表面的同时，大量的氦-3元素被吸附到
月壤中，这是一种清洁、高效、安全的新
型核聚变燃料，被科学界誉为“完美能

源”。它作为一种潜在能源，具有很高的
开采价值。据预测，在月壤中氦 -3 的资
源总量可以达到 100 万—500 万吨，能
够支持地球上万年的需电量。

能源补助站

地球上的资源是有限的，近年来能
源枯竭、人口膨胀、气候变化加剧带来的
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频发、各国之间的
军事交锋、来自太空中不明小行星的撞

击风险等，迫使我们不得不将眼光放得
更长远些，考虑到宇宙中去寻找第二家
园的可实施性。

全球战略

去往深空的转运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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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04 年，中国正式开展月球探测工程
起，中国探月走过了将近20年时光。“嫦娥”“玉
兔”在千里之外的月球为我们探索未知，为我们
换取这张高清全月地质图的数据。在这背后，
支撑它们的不仅仅是日夜坚守的科研人员，还
有不断升级的“黑科技”。

“嫦娥一号”卫星激光高度计是我国第一
次自行研制的空间应用的激光主动遥感仪
器。“嫦娥一号”在月球上飞行了一年多，获取
了 900多万个点的激光探测数据后，获得了世
界首张月球的南北两极三维地形图。地形图
完整地显示了月球的永久阴暗区和陨石坑的
深度，以及它们分布的位置。这得益于“嫦娥
一号”的高精度和高分辨率的数据质量。到
了 2013年，我国已经有 6台正在星上运行的激
光器。嫦娥二期的落月计划时，我们研发高
速的激光三维成像雷达，它的作用就是在 100
米悬停的时候，快速地扫描整个着陆区的三
维地形，提前“探路”，与星载的计算机协同，
为嫦娥落月选择最有利位置，让整个着陆器
安全着陆。

激光设备迭代为设备护航

探地雷达为月球详细“把脉”

玉兔号月球车上有用于探测月壤结构的探地雷达。
据专业人士透露，这台雷达对月球次表层进行了迄今为
止最详细的测量，并发现月球次表层的地质结构比之前
预想的更为复杂。

探地雷达的优势在于探测深度。其它遥感手段探测
月球地下结构，探测深度不超过表面以下一米，雷达可以
看到月球表面以下三四米，能关注行星土壤类型及其地
下层，检索它们的重要信息。这些信息可以揭示该星球
某个区域的地质演化过程，甚至能帮助我们评估其地质
结构稳定性，为未来建设行星基地和研究站做好准备。

“鹊桥”搭建地月沟通桥梁

广东两所高校收月球“土特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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