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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探月工程未来将如何走？

我国月球探测工程被列为《国家中
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
2020年）》十六个重大专项之一。通过探
月工程的实施，突破无人月球探测的主
要关键技术，实现对月球的环绕、着陆、
巡视探测和采样返回，具备开展无人月
球探测的基本能力。

第一阶段为绕月探测，即在2007年
发射绕月探测器。主要任务包括：研制
和发射绕月探测器；突破绕月探测关键
技术，对月球地形、部分元素及物质成
分、月壤特性等进行综合探测；初步建立
探月系统。这一阶段要掌握地月飞行、
远距离测控和通信、绕月飞行、月球遥测
与分析等技术，并建立我国月球探测航
天工程初步系统。它原定通过嫦娥一号
和嫦娥二号绕月探测器完成，其中嫦娥
二号是嫦娥一号的备份。后来由于嫦娥
一号表现出色，嫦娥二号改为第二阶段
的技术先导星。

第二阶段为落月探测，即在2013年
发射携带月球车的落月探测器。其主要
任务是：突破月球软着陆、月面巡视勘
察、深空测控通信与遥操作、深空探测运
载火箭发射等关键技术；研制和发射月
球软着陆探测器和巡视探测器，实现月
球软着陆和巡视探测，对着陆区地形地
貌、地质构造和物质成分等进行探测，并
开展月基天文观测。这一阶段主要掌握
月球软着陆、自动巡视勘察、深空测控通

信和月夜生存等关键技术，为以后建立
月球基地的选址提供月面的化学和物理
参数。它原定通过嫦娥三号和嫦娥四号
落月探测器完成，其中嫦娥四号是嫦娥
三号的备份，后来由于嫦娥三号表现出
色，嫦娥四号改为完成探月四期任务，并
增加发射了嫦娥二号技术先导星，试验
嫦娥三号的六大关键技术和进一步勘查
嫦娥三号的着陆地点等。

第三阶段为采样返回探测，即在
2020年发射月球采样返回器到月球表面
特定区域软着陆并采样，然后将月球样
品带回地球，在实验室进行详细研究。
其主要任务是：突破采样返回探测器小
型采样返回舱、月表钻岩机、月表采样
器、机器人操作臂等技术，在现场分析取
样的基础上，采集关键性样品返回地球，
进行实验室分析研究；深化对地月系统
的起源与演化的认识。这一阶段主要掌
握在月面自动采样、从月面起飞、在月球
轨道上进行无人交会对接、以接近第二
宇宙速度返回地球等关键技术。它原定
通过嫦娥五号和嫦娥六号采样返回器完
成，其中嫦娥六号是嫦娥五号的备份，后
来根据需要，嫦娥六号改为完成探月四
期任务，并增加发射了嫦娥五号再入
返回飞行试验器（简称嫦娥五号
T1），用于突破和掌握嫦娥五号
以接近第二宇宙速度的高速
再入返回关键技术。

四期工程

现任“嫦娥”系列各型号总指
挥、总设计师顾问叶培建院士指
出，探月工程当初的“三步走”战
略定得很好，但走完这三步并不
意味着探月工程的结束。

2019年1月14日，我国宣布
了探月四期任务，并把嫦娥四号
作为探月四期首次任务，后续还
有三次任务。嫦娥四号已于
2019年初在月球背面着陆并开
展工作。

嫦娥六号计划在月球南极进
行采样返回。到底是月背还是正
面，要根据嫦娥五号的采样情况
来确定。

嫦娥七号计划在月球南极着
陆，对月球的地形地貌、物质成
份、空间环境进行一次综合探测
任务。

嫦娥八号除了继续进行科学
探测试验以外，还要进行一些关
键技术的月面试验。

嫦娥四号原来是嫦娥三号的
备份，但嫦娥三号成功后，嫦娥四
号该干什么，刚开始专家意见并
不一致，为此论证争吵了2年，分
歧的核心是落在月球正面还是背
面。刚开始，不少专家认为还是
应该落在正面，比较牢靠，不会节
外生枝。

2019年获“国家荣誉称号”
的叶培建院士当时则主张落到月
球背面。经过多次讨论，最后决
定：落到月球背面。

那么，在月球背面进行落月
探测有什么意义呢？由于月球背
面比正面保留着更为原始的状
态，所以对月球背面的环境、表
面、浅深层和深层进行详查，对研
究月球和地球的早期历史具有重
要价值。另外，因为在地球上永
远看不到月球背面，即月球背面
可屏蔽来自地球和地球轨道的各
种无线电干扰信号，因而在那里
能监测到在地球和地球轨道无法
分辨的宇宙中的低频射电信号，
有望取得重大天文学成果。

2018年12月8日，我国成功
发射了嫦娥四号落月探测器，它
于2019年1月3日在月球背面的
冯·卡门撞击坑完成软着陆，这在
世界上也是第一次。

作为嫦娥三号的备份，嫦娥
四号仍是由着陆器和巡视器（玉
兔二号月球车）组成。玉兔二号
月球车在月球背面首次成功开展
低频射电天文观测，获得大量有
效观测数据。初步获取40MHz
频率以下的月背着陆区电磁环境
本底频谱和低频射电三分量时变
波形数据，对于研究太阳低频射
电特征和月表低频射电环境具有
重要科学意义。

在不远的未来，中国将继续
推进探月工程，探测月球两极，建
立月球科研站，并终将实现载人

登月，圆中国人千百年
来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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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舱为何选择
在内蒙古着陆？

飞船的回收有着
严格的条件和要求，并
不是想落在哪里就落
在哪里。

由于飞船运行轨
道的特点，着陆场必须
同 时 具 备 4 个 基 本
条件：

一是必须在飞船
多次经过的太空下面，
或者说是飞船将从这
个 地 区 上 空 多 圈 次
通过；

二是场地要开阔，
房屋和高大树木占地
面积要少于千分之一，
便于观察和地面、空中
回收部队调运；

三是地势平缓，地
表坡度不能超过５度，
坡长不能超过返回舱
周长的５倍，也就是说，
不能让飞船在地面打５
个以上的滚，地表要结
实，保证飞船软着陆后
平稳等待回收；

四是这一地区天
气状况良好。

为选择最佳的着
陆场地，我国载人航天
工程着陆场系统的工
作人员驱车行程数十
万公里，最终从多个具
备条件的可选场地中，
选中了内蒙古四子王
旗红格尔苏木的阿木
古郎牧场。

这里海拔1000米
到1200米，属于沙质草
原，地势平坦开阔，没
有大的河流湖泊，属中
温带大陆性气候，全年
干燥少雨，空气能见度
高。此外，这一地区人
烟稀少，每平方公里人
口不超过10人，非常适
宜航天器着陆。神舟
一号至神舟十一号飞
船，都在这里成功着
陆。据《北京晚报》

“三步走”发展战略

深空探测能够帮助人类认识空间现
象和地球自然系统之间的关系，并为人类
今后开拓更为广阔的疆域打下基础。从
技术性、科学性和经济性等方面考虑，我
国的深空探测从月球探测开始。

早在1991年，时任“863”计划航天领
域首席科学家的闵桂荣院士就提出中国
应开展月球探测活动的建议，并成立了

“863月球探测课题组”。
1996年，我国完成了绕月探测器的

技术方案研究，1998年，国防科工委正式
开始规划论证月球探测工程。

2000年，中国科学院研究组完成《中
国月球资源探测卫星科学目标》研究报
告，提出了现今被广泛接受并作为立项目
标的“绕、落、回”三步走的设想。同年11

月22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中国的
航天》政府白皮书，“开展以月球探测为主
的深空探测的预先研究”被列入了近期发
展的目标。

2001年10月，我国月球探测计划项
目立项。2004年1月23日，国务院正式批
准了月球探测工程一期——— 绕月探测工
程立项。这是我国向深空探测迈出的第
一步，对我国的政治、经济和科技的发展
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2004年2月25日，经国务院批准，绕
月探测工程领导小组成立并召开第一次
会议。会议通过了《绕月探测工程研制总
要求》，同时宣布我国绕月探测工程于当
日起正式实施，并将绕月探测工程正式命
名为“嫦娥工程”。

早期准备与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