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嫦娥五号月球样品入住地球“新家”
科研工作正式启动

嫦娥五号月球样品“新家”——— 中科院国家天文台月球样品实验
室的地外样品制备室门口，展示的样品处理样机。 中新网

本报综合消息 嫦娥五号任
务月球样品接收活动19日在中
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举行，来自
月球风暴洋的约1731克“土特
产”，被送入中国首个月球样品实
验室正式“安家落户”。

备受瞩目的嫦娥五号任务由
此从工程实施阶段转入科学研究
阶段，中国首次地外天体样品储
存、分析和研究工作也正式启幕。
后续，嫦娥五号任务地面应用系
统科研人员将按计划进行月球样
品的存储、制备和处理，启动科研
工作。

嫦娥五号任务月球样品
入住地球“新家”

记者20日从中科院国家天
文台获悉，虽然正值周末休息日，
但从嫦娥五号月球样品入住地球

“新家”前后开始，中科院国家天
文台科研人员就已经全方位忙碌
起来，紧锣密鼓开展月球样品科
学研究的相关准备工作。

为了给来之不易的月球样品
营造一个安全、舒适的“新家”，由
中科院国家天文台承担的嫦娥五
号任务地面应用系统建成中国首
个月球样品实验室，已具备地外
天体样品的存储、处理和分析研
究能力。

该月球样品实验室集存储、
处理、制备、分析功能于一体，可
实现月球样品的地面高纯氮气环

境长期存储能力，保证样品在处
理过程中不受到污染和其他物
理、化学风化，让科学家们可以长
期对原始样品进行科学研究和分
析测试。

中科院国家天文台介绍说，嫦
娥五号任务月球样品已顺利入住

“新家”，接下来在对月球样品解
封、处理、存储和分发后，地面应用
系统主要负责完成样品的基础物
性、化学成分和实验室光谱等方面
的基础和常规的分析研究。

研究为后续月球和
深空探测任务等提供依据

这些研究不仅可以帮助人类

了解月球的基本特征，还为中国
航天后续月球和深空探测任务的
月表机械设计和操作、宇航员服
装设计、着陆点选择等提供依据。

同时，地面应用系统对嫦娥
五号月球样品前期分析研究获得
的数据，也可以让科学家和科研
机构结合各自的目标与兴趣，更
加精准地选择合适的月球样品进
行申请。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
些月球样品的科学研究将会为人
类揭开更多关于月球的奥秘。

将动员全国力量解剖研究

嫦娥五号任务月球样品接收
活动当天，中科院院士、天体化学

与地球化学家欧阳自远院士特地
系上领带、穿上西装出席，他回忆
起当年受命组织团队研究美国赠
送的1克月球样品说，该样品密封
在有机玻璃中看起来有大拇指
大，取出后发现实际上只有小黄
豆大，研究团队用样品一半的0.5
克开展研究，另一半送给北京天
文馆保存展出至今。“花了三到四
个月，全部结果都有了，我们就一
篇一篇论文发表，就这0.5克的样
品，我们发表了14篇科学论文。”
欧阳自远表示，当时，美国同行也
认为中国科学家的研究工作做得
非常出色。

针对嫦娥五号月球样品研
究，欧阳自远指出，要动员全国
的力量，求真务实、发挥各自所
长，全面解剖嫦娥五号任务月球
样品，这样才能有价值。他表
示，中国这次从月球取回1700多
克样品，又建成专门的月球样品
实验室，并拥有一大批相关科研
人才和一系列先进科研设备，相
信一定会取得更多更大的研究
成果。

40多年前，中国接受美国赠
送的1克月球样品开展研究；如
今，中国独立自主从月球采回
1731克样品，成为世界上第三个
从月球取回样品的国家，也是人
类时隔44年后再次将月球样品
带回地球。这个过程不仅是从量
变到质变，更是中国科技创新发
展、实现巨大跨越的直接体现。

“神十”返回舱
“落户”湖南韶山

本报综合消息 12月20
日，神舟十号载人飞船返回舱
顺利从北京运抵湖南韶山，今
后将长期借用给湖南，在韶山
毛泽东同志纪念馆进行展览。

神舟十号载人飞船返回舱
长约2.6米、直径约2.4米，展出
底座直径约3.2米，重量2吨多。
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属国家
一级博物馆。该馆馆长阳国利
表示，将返回舱放在韶山毛泽
东同志纪念馆展陈，可将航天
精神与伟人故里红色文化深度
融入，使“九天揽月”成果与伟
人豪情互相烘托。

据悉，神舟十号载人飞船
返回舱交接仪式将于25日在韶
山毛泽东铜像广场举行。

2013年6月11日，航天员
聂海胜、张晓光、王亚平搭乘神
舟十号载人飞船由长征二号F
运载火箭发射升空。神舟十号
载人飞船入轨后，于6月13日与
天宫一号实现自动交会对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