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为何要去月球“挖土”？嫦娥五号探测
器是如何再入返回地球？带回的月球样品又将
如何使用？未来中国还会探索哪些星球？

中国国家航天局探月与航天工程中心副主
任、探月工程三期副总设计师、嫦娥五号任务新闻
发言人裴照宇接受中新社专访，进行权威解读。

记者：在拿到月球样品这份“太空快递”之
后，我们会如何处理？这个样品对于我们了解
月球又有哪些帮助？

裴照宇：首先要解封，样品容器是在真空状
态下进行封装的，进入地球之后，要在地球的环
境下操作，不同于一般的罐子开封。解封之后
要对样品进行分样，进行基本特性、物理化学特
性测试。然后要进行样品登记，给每一份样品
建立档案。

从科学研究的角度，我们将制定一个样品
管理办法，对样品如何管理，如何分配使用，会
做出具体规定。样品是科学研究重要的基础物
质，一方面我们会组织国内科学家对样品进行
研究，同时管理办法中也提出积极开展样品研
究的国际合作，我们也欢迎国外科学家来开展
样品研究。

样品管理办法中提到，要成立一个科学家
委员会，向国际征集样品研究的方案、建议，通
过科学家委员会对这些建议进行评估，认为哪
些建议有科学价值，样品使用合理，样品的管理
有序可靠。通过这种方式来决定提供哪些样
品，从事哪些研究。我们没有提出国别限制，鼓
励科学家进行样品的研究合作。

记者：之前曾经有报道提出，嫦娥五号带回
的月球样品会分为两份，一份保存在北京，另外
一份保存在湖南，这个消息是否属实？在对月
球样品进行处理、研究之后，我们后续会怎么去
保存这些样品？

裴照宇：当时在论证探月工程三期的总体
方案时，考虑到月球样品非常珍贵，应该有一个
稳妥的方式来确保样品安全。所以就想到，一
个地方在北京，因为这是地面应用系统所在地，
负责样品的处理、保存、管理等工作。还有一个
地方，它要起到异地容灾备份的作用，从这个角
度说，要选择地质条件比较好的地方，（大家）认
为湖南适合。

记者：嫦娥五号任务是中国航天迄今为止
最复杂、难度最大的任务之一。难度这么大，中
国为什么还要去月球“挖土”，探月对于中国航
天来说，意义何在？这次任务是否也为中国未
来的载人登月做准备？

裴照宇：（从工程方面看），中国（探月工程）
规划了“绕落回”三步走，通过绕、落，我们掌握
了一些技术，通过返回具备了地月往返能力。

从科学方面，我们通过“绕”进行全面普查，
通过“落”进行区域性详查，但是鉴于重量限制，
携带上去的科学仪器重量有限，精度有限，无法
跟地面仪器设备相比。获得样品后，通过地面
精细研究，结合“绕”和“落”的科学数据，对月球
的认知可能更加全面，也更加精细。

（至于）探月对于航天发展的影响，打一个
比喻，人们对月球的认知，就跟百年前人们对海
洋、深海的认知差不多，在100年前我们可能不
太清楚深海有什么，更没想到我们真有能力、有
必要开采出来为人类服务。现在的月球，人们
对它的认知还处在这样的一个阶段。

中国对地球轨道的航天活动已经进行多
年，也比较成熟。目前（已经）从掌握空间技术

阶段拓展到空间应用阶段，而月球及深空，我们
还很少涉足。月球与深空探测是带动航天技术
发展的好载体，开展月球和深空探测，既是长远
战略性的需要，也是发展航天技术的需要。

通过“绕落回”三步走，我们掌握了月球探
测基本、主要的技术，可以为未来月球探测、深
空探测积累技术、奠定基础。

有人评价这次嫦娥五号采样返回，就像一
次无人版的阿波罗计划。当然，从整个飞行过
程来看，与阿波罗计划是有相似之处的，但是在
具体的技术环节，有人和无人又是不同的。

记者：后续中国探月工程还有哪些计划和
安排，预计将实现什么目标？

裴照宇：“绕落回”可以说是中国月球探测
的开始，通过这三个阶段的实施，我们掌握技术
之后，下一步可能是空间技术、空间科学和空间
应用全面发展。

为了更好地服务于空间科学和空间应用，
大家提出来月球科研站的概念。打一个比方，
我们去南极考察，过去是派船去，每次船去船回
的方式，在南极进行的考察活动是有限的，现在
我们已经在南极建了好几个科研站、考察站，这
样在南极的科考活动更有效益了。所以我们想
在月面建设一个月球科研站，它能够更好地服
务于空间科学和空间应用。

记者：建设月球科研站除了是中国的计划
以外，欧空局、俄罗斯、日本也有相关的计划和
安排。未来在科研站建设方面，中国是否有考
虑跟国际同行一块合作努力？

裴照宇：中国的月球探测越来越开放，更多
地跟国际合作伙伴进行合作。嫦娥四号就搭载
了 4 个国家的科学仪器，我们已经对外发布了
嫦娥六号、小行星探测的合作机遇。

在月球科研站方面，中国把它作为未来月
球探测发展的主要目标。中国是以开放合作的
方式来开展月球科研站建设；我们在国际上提
出了共建国际月球科研站的倡议，也得到了一
些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响应。

另外在行星探测方面，今年7月份中国发射
了天问一号，是中国的第一个火星探测任务。按
照规划，中国还将在未来十年内实施一次小行星
探测任务，一次火星采样返回任务，还有一次木
星系探测和行星际穿越的深空探测任务。

整体来看，中国探测的对象已经从月球进
入到行星际，探测目标已经从掌握空间技术到
全面发展空间技术、空间科学和空间应用，发
展方式从以独立自主为主转向全面开放合作
的阶段。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国际上很多国家在开
展月球探测，月球探测正在成为航天方面的新
热点，中国也愿意在其它国家牵头组织的任务
中参与其中。

记者：您刚才提到，中国未来的行星探测可
能会选择木星、小行星。中国在“探火”“探月”
之后，是否会“淘金”，到金星探测？中国在行星
探测的选择方面，为什么会选择木星和小行星
而不选择金星？

裴照宇：对于行星际探测，中国专家进行长
时间论证，想着怎样以最少代价、最少任务次数
来实现更多探测目标，从这个角度来说，暂时把
金星放在一边。但这是暂时的，我们可能会通
过与其它国家合作的方式，来开展金星或其它
行星的探测活动。

据新华社、央视新闻、中新、澎湃新闻

为了给返回器保温，地面回收人
员为它穿上了两层厚厚的棉衣，最外
层还要套上迷彩外罩。据中国航天
科技集团介绍，返回舱全身贴满暖宝
宝，是因为内部的推进剂还有剩余，
担心冻住后不好排出，所以通过贴暖
宝宝给它暂时保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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