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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

嫦娥六号承担着什
么任务

嫦 娥 六 号 原 本 是 嫦 娥 五 号 的 备

份。在嫦娥五号任务成功后，它被赋予

了新的使命——前往月球背面南极-艾

特肯盆地，进行科学探测和样本采集等

工作。这是人类首次月球背面采样返

回任务。

嫦 娥 六 号 配 备 了 降 落 相 机 、全 景

相机、矿物光谱分析仪、月壤结构探测

仪、国旗展示系统等有效载荷。此外，

嫦娥六号还搭载了欧空局月表负离子

分析仪、法国氡气探测仪、意大利激光

角 反 射 器 、巴 基 斯 坦 立 方 星 等 载 荷 项

目。欧空局月表负离子分析仪对月球

表 面 负 离 子 进 行 探 测 ，研 究 等 离 子 体

和 月 面 的 相 互 作 用 机 制 ；法 国 氡 气 探

测仪对月球表面氡气同位素开展原位

探测；意大利激光角反射器，作为在月

球 背 面 的 定 位 绝 对 控 制 点 ，可 以 与 其

他月球探测任务开展联合测距与定位

研 究 ；巴 基 斯 坦 立 方 星 开 展 在 轨 成 像

任务。可以说，此次嫦娥六号任务，备

受各方期待。

嫦娥六号任务有多难

嫦娥六号任务之前，人类对月球进

行的采样均位于月球的正面。月球和

地球相距 38 万公里，到月球背面去“挖

宝”，可以说是前所未有，在月球表面

“挖土”的难度也大大提升。

嫦娥六号任务发射至采样返回全

过程约 53 天，任务周期长，工程创新多，

风险高、难度大，每个阶段环环相扣。

相比 2020 年实现月球正面采样返回的

嫦娥五号任务，嫦娥六号任务需在鹊桥

二号中继星的支持下，实施首次月球背

面自动采样返回，突破环月逆行轨道设

计与控制、月背智能快速采样、月背起

飞上升等关键技术。同时，嫦娥六号任

务会开展月球背面着陆区的现场调查

分析等科学探测，深化月球成因和演化

历史的研究。

想要飞到月背，嫦娥六号首先要进

入近地点 200 公里、远地点约 38 万公里

的地月转移轨道。与嫦娥五号相比，嫦

娥六号重了不少。科研人员对长征五

号运载火箭进行了多项设计优化和工

艺改进，使其可以充分满足嫦娥六号的

需要。

发射窗口是第一道考验。一旦错

过发射的时间窗口，“嫦娥奔月”就会

受 到 影 响 。 科 研 人 员 应 用 了“窄 窗 口

多 轨 道 ”发 射 技 术 ，为 火 箭 在 连 续 两

天、每天 50 分钟的窗口内设计了 10 条

奔 月 轨 道 ，以 提 高 实 施 发 射 概 率 和 可

靠性。

想抵达月背并开展工作，通信是关

键 。 任 何 飞 到 月 背 、落 到 月 背 的 探 测

器，都无法直接跟地球建立联系。月球

庞大的身躯会挡住嫦娥六号与地面指

挥的通信信号，在轨“等候多时”的鹊桥

二号中继星需要充当“顺风耳”，架起沟

通的桥梁。

环月逆行轨道方案是此次任务的

亮点和难点。由于太阳始终直射在月

球 赤 道 附 近 的 区 域 ，如 果 仍 然 采 用 嫦

娥 五 号 的 环 月 顺 行 轨 道 方 案 ，探 测 器

在 月 球 南 半 球 着 陆 时 ，会 出 现 受 晒 面

调 转 180° 的 情 况 —— 探 测 器 本 应 朝

阳 的 一 侧 处 于 阴 影 中 ，而 应 当 处 于 阴

影 环 境 的 一 侧 处 于 光 照 中 ，这 会 影 响

采 样 过 程 中 的 能 源 供 给 、采 光 等 。 针

对这一难点，经过充分分析研究，轨道

设计师为嫦娥六号巧妙设计了环月逆

行轨道方案。该方案通过调转飞行轨

道 的 方 向 ，化 解 了 因 采 样 区 域 位 置 变

化 带 来 的 朝 向 变 化 问 题 ，同 时 也 避 免

了 构 型 布 局 和 硬 件 产 品 的 大 幅 度 调

整。

嫦娥六号的月面采样时间相比嫦

娥 五 号 ，压 缩 了 数 小 时 。 如 何 抢 回 这

几 个 小 时 ，智 能 化 采 样 是 必 不 可 少 的

环 节 。 嫦 娥 五 号 采 用 的 是 遥 控 的 方

式 ，每 一 个 过 程 都 需 要 地 面 发 送 指

令 ，执 行 相 应 的 动 作 。 嫦 娥 六 号 则 采

用 了 智 能 化 采 样 ，一 部 分 固 定 动 作 交

给 探 测 器 自 己 去 执 行 ，这 就 减 少 了 很

多 和 地 面 交 互 的 环 节 ，可 以 提 高 探 测

器 的 预 见 处 理 能 力 ，有 效 把 时 间 节 省

下来。

嫦娥六号成功着陆
月背之后，靠什么供电

嫦 娥 六 号 在 月 背 的 工 作 时 间 ，在

农 历 四 月 廿 六（6 月 2 日）之 后 。 这 个

时 间 段 ，从 地 球 上 看 ，月 亮 只 是 小 小

一 个 月 牙 ，甚 至 逐 渐 消 失 在 夜 空 中 。

其 实 ，这 段 时 间 ，太 阳 光 正 好 直 射 在

月 球 的 背 面 。 所 以 ，嫦 娥 六 号 依 靠 的

主 要 还 是 太 阳 能 发 电 ，还 有 自 己 携 带

的 蓄 电 池 ，由 这 两 种 方 式 综 合 进 行 能

源供给。

嫦娥六号如何带回
月球“土特产”

嫦娥六号任务沿用嫦娥五号任务

的 方 法 ，通 过 钻 取 和 表 取 两 种 采 样 方

式，获得不同层面和深度的样品，并在

月球背面同步开展科学探测。

钻取和表取，各自独立，关注点和

侧重点都不一样。钻取是要采取一定

深度的次表层，因为只能采一次，研究

人员希望它能钻到更深、采到层序更加

丰富的样品。表取的特点是，能够在一

片区域中实现多次采样，其采样目标是

月球表面的风化层。两种方式采集的

样品种类不同，科学价值不同，技术途

径也不同。

要想取回“宇宙快递”，嫦娥六号必

须精准做好“去、下、上、回、入”五个动

作。嫦娥六号轨道器可以完成分离和

组合的变形，让嫦娥六号有去有回，带

着月壤顺利“回家”。

月球“土特产”里有
什么

此前，围绕嫦娥五号从月球正面取

回的月壤，科学家们已经开展了多项研

究，所取得的科学研究成就涵盖了月球

形成、演化、太空风化作用与机制等多

个领域，收获 70 多项研究成果。在嫦娥

五号取回的月壤中，科学家们还发现了

月球新矿物“嫦娥石”。这是人类在月

球上发现的第 6 种新矿物。

此次任务预选的着陆区为月球背

面南极-艾特肯盆地。这是公认的月

球 上 最 大 、最 古 老 、最 深 的 盆 地 。 着

陆 点 的 选 择 综 合 考 虑 了 着 陆 难 度 、通

信 难 度 和 科 研 价 值 ，有 望 带 回 年 代 更

久 远 的 月 球 样 本 ，助 力 人 类 进 一 步 分

析 月 壤 的 结 构 、物 理 特 性 、物 质 组 成

等 ，并 深 化 对 月 球 成 因 和 演 化 历 史 的

研究。

嫦娥六号对未来太
空探索有什么影响

嫦娥六号任务是中国一项重要的

月球探测任务，它的科学成果对于人类

未来的太空探索有着深远影响。

嫦娥六号任务为未来的月球开发

奠定了基础。嫦娥六号任务的实施，不

仅为中国探月工程创造了新的纪录，更

将 对 全 球 航 天 领 域 产 生 深 远 的 影 响 。

嫦娥六号采集到的珍贵月球样品，将为

人类提供更多关于月球的宝贵数据和

信息，有望深化人类对月球成因和演化

历史的研究。

嫦 娥 六 号 任 务 推 动 了 国 际 合 作 。

嫦娥六号任务的成功将有助于吸引更

多国际伙伴加入，推动国际月球科研站

计 划 的 实 施 ，共 同 拓 展 人 类 认 知 的 疆

域。中国提倡太空探索计划的和平性

质，强调国际合作和共享科研成果。通

过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中国正在为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平利用太空作出积

极贡献，推动着太空探索的全球合作与

发展。

嫦娥六号任务全景解读—

为人类揭晓月球背面的奥秘
■本报记者 贺逸舒 王凌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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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追踪

6月 4日 7时 38分，嫦娥六号上升器携带月球样品自月球
背面起飞，成功进入预定环月轨道。经历了将近一个月的漫
长等待与两天的辛勤工作，嫦娥六号顺利完成任务，即将踏上
归程。

这是世界首次月球背面采样和起飞。嫦娥六号从月球背

面古老的南极-艾特肯盆地采集的珍贵样品，将帮助人类进一
步进行月壤结构分析，深化对月球成因和演化历史的研究。

从 2004年至今，中国探月工程已立项 20周年。嫦娥六号
任务作为中国探月工程的第 7次任务，创造了中国在太空探
索领域的新纪录。

嫦娥五号：月球采样返回

2020 年 11 月 24 日，嫦娥五号探测

器搭乘长征五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

升空。经过 23 天的飞行之后，嫦娥五

号从月球带回了 1731 克珍贵的月球

样品，这是人类时隔 40 多年后再次完

成从月球采样返回的壮举。

中国探月进行时

嫦娥一号：中国航天第
3个里程碑

2007 年 10 月 24 日，我国第 1 个月

球探测器——嫦娥一号探测器由长征

三号甲火箭送入太空。它实现了在轨

1 年寿命，圆满完成了各项任务。从

此，“嫦娥奔月”由神话变为现实。

嫦娥一号成为我国航天事业继东

方红一号人造地球卫星和神舟五号载

人飞船之后，第 3 个具有里程碑意义

的成就。

嫦娥二号：获得世界首
幅分辨率为7米的全月图

2010 年 10 月 1 日，嫦娥二号发射

成功，这是我国火箭首次将卫星直接

送入地月转移轨道。科研人员通过嫦

娥二号传回的数据，完成了世界首幅

7 米分辨率月球全影像图的制作。嫦

娥二号为后续嫦娥三号、嫦娥四号探

测器的成功落月积累了经验。

嫦娥三号：成功实现落
月梦想

2013 年 12 月 2 日，携带中国第一

辆月球车的嫦娥三号探测器成功发

射升空。12 月 14 日，嫦娥三号实现了

我国首次地外天体的软着陆和月面

的自动巡视探测。

嫦娥三号落月点被命名为“广寒

宫”，五星红旗第一次在月球上熠熠

生辉。

嫦娥四号：首次月球背
面软着陆

2018 年 12 月 8 日，长征三号乙遥

三十火箭，将嫦娥四号探测器送入预

定轨道。2019 年 1 月 3 日，嫦娥四号

成功登陆月球背面，全人类首次实现

月球背面软着陆。玉兔二号月球车从

着陆器上驶下来，在月背留下了人类

第一道“足迹”。

（龚诗尹整理）

6月 2日清晨，嫦娥六号成功着陆在月球背面南极-艾特肯盆地预选着陆区，开启人类探测器首次在月球背面实施的

样品采集任务。屏幕上为模拟动画画面。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