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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吨月壤约有120克“水”
嫦娥五号最新发现证实月球含水猜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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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水”来自太阳风

经半个多世纪争论和探
测，各种证据让人们相信月球
有水存在。不过，人类还从未
在月球表面原位直接进行水
探测。嫦娥五号探测器携带

“月球矿物光谱分析仪”，在采
样过程中获取月表的光谱。

“光谱仪是靠发现羟基或者水
分子的明显吸收特征来测量
水。”中科院上海技物所研究
员何志平介绍，“通过分析3微
米附近的光谱特征，就可以识
别月表水并获得水含量。”

嫦娥五号光谱仪对采样
区约2米见方的区域光谱观
测，除月壤外还包括一块没带
回来的岩石。数据分析表明，
嫦娥五号采样区的水含量在
120 ppm（百万分之一）以下，
而 岩 石 中 水 含 量 约 为
180ppm——— 相当于1吨月壤
中约有120克水，1吨岩石中约
有180克水。这儿的“水”并不
是我们喝的“水”。光谱仪在
月面探测到的“水”都藏在岩
石中，水分子代表稍微加热就
可以跑出来的“结合水”，羟基
则代表需要较高温度才能析
出的“结构水”。

那么，这些水从何而来？

科研人员解释，结合样品分
析，月壤中的水绝大部分是太
阳风的贡献——— 太阳风里有
很多氢，轰到月面与月壤里的
氧结合形成羟基或者水分子。
和月壤中的水含量相比，岩石
中多出来的60ppm水又来自
何方？科研人员推测，岩石是
来自于比嫦娥五号着陆点本
地玄武岩更古老的区域，多出
来的水可能代表了月球内
部水。

记者获悉，嫦娥五号是
目前唯一一次既送回样品又
获取到月表原位光谱的任
务，样品能够详细分析水在
月壤颗粒中的分布、存在形
式，并可利用同位素示踪来

源；而原位光谱可以与轨道
遥感建立联系，能够研究月
表水的全球性分布和时间变
化特征。未来，嫦娥六号、嫦
娥七号将在原位和轨道尺度
继续探测月表水的含量、分
布，这次的研究成果也将为
嫦娥六号、嫦娥七号的科学
目标实现提供支撑。

“神秘小屋”像兔子

在玉兔二号第36个月昼
的探险之旅中，发现了“神秘
小屋”，旁边还横亘着一个大
型“幼年”撞击坑，一时间引发
了全球关注。

经测量，彼时玉兔二号距

离“神秘小屋”约80米，之前预
计需2至3个月昼“长途跋涉”
才能到达目的地。为尽快揭
开“神秘小屋”面纱，地面的

“驾驶员”们在玉兔“休息”时
绞尽脑汁，在综合分析能源、
热控、移动性能、测控条件等
因素后，结合月背凹凸不平的
地势，设计出一套“昂首阔步”
的高效“蹦跶”策略。在第37
个月昼“北上探险”的任务中，
玉兔二号“大步流星”，6步移
动了59.7米，休眠时距离“神秘
小屋”的直线距离仅剩30多
米。去年12月27日，玉兔二号
唤醒后迎来第38个月昼的工
作，继续北上，在总里程达到
992.3米、距离“神秘小屋”只
剩下10米左右的距离时，地面
的“驾驶员”立刻安排全景相
机进行了彩色成像，终于使

“神秘小屋”露出真容。由于
地形、视角、相机视场、分辨率
等关系，之前大家看到的“高
大”建筑，实际只是一块石头。

玉兔二号也没歇着，1月6
日，它行驶里程突破1000米，
达1003.9米。1月11日，正是
嫦娥四号着陆器与玉兔二号
完成两器互拍、任务取得圆满
成功的三周年纪念日。

据《新民晚报》

月球上到底有没有水？基于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研制的“月球矿物光谱分析仪”探测到的数据，中
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等单位的研究人员首次获得月表原位条件下的水含量。他们发现，1吨月壤中约有120
克“水”，1吨岩石中约有180克水。相关成果1月8日在线发表于《科学·进展》。而在嫦娥四号登陆月球三周年之际，
玉兔二号行驶里程突破1000米！

嫦娥五号帮助科学家测得采样区月壤和月岩含“水”。

教育部印发高中办学质量评价指南

严禁法定节假日、
寒暑假集中补课

新华社北京1月10日电 记者10日从
教育部了解到，教育部近日印发《普通高
中学校办学质量评价指南》，强调遵循教
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加快建立以发展
素质教育为导向的普通高中学校办学质
量评价体系，切实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
导向。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介绍，目
前，普通高中办学质量评价工作还存在一
些突出问题。在评价导向上，还存在单纯
以考试成绩和升学率评价办学质量的倾
向；在评价内容上，还存在重知识灌输、轻
实践能力培养的现象；在评价方式上，还
存在重结果评价、轻过程评价的问题。

据了解，评价指南把立德树人成效作
为根本标准，评价内容主要包括办学方
向、课程教学、教师发展、学校管理、学生
发展等5个方面，共18项关键指标和48个
考查要点。

评价指南强调，着力克服“唯分数、唯
升学”倾向。正确处理考试升学与发展素
质教育的关系，将高考升学率作为全面实
施素质教育的客观结果之一，不给年级、
班级、教师下达升学指标，不将升学率与
教师评优评先及职称晋升挂钩，不公布、
不宣传、不炒作高考“状元”和升学率。

在课程教学方面，为防止抢赶教学进
度，评价考查要点提出按照课程标准实施
教学，不随意增减课时、改变难度、调整进
度，严禁高三上学期结束前结课备考；合
理安排学生在校作息时间，充分保障学生
睡眠和自主学习活动时间，严禁法定节假
日、寒暑假集中补课或变相补课等。为加
强师德师风建设，考查要点提出要严肃查
处师德失范行为，建立通报警示教育制
度等。

“十四五”公共服务规划“亮相”

我国人均预期寿命2025年达78.3岁
据新华社北京1月10日电

10日发布的《“十四五”公共服
务规划》明确，到2025年，公共
服务制度体系更加完善，政府
保障基本、社会多元参与、全
民共建共享的公共服务供给
格局基本形成，民生福祉达到
新水平。

这份由国家发展改革委
等21个部门印发的规划明确
了“十四五”社会发展与公共
服务主要指标———

在幼有所育方面，到2025

年，每千人口拥有3岁以下婴
幼儿托位数4.5个，孤儿和事实
无人抚养儿童实现应保尽保。

在学有所教方面，学前教
育毛入园率大于90%，九年义
务教育巩固率96%，高中阶段
教育毛入学率大于92%，劳动
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
11.3年。

在劳有所得方面，参加各
类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1500
万人次。

在病有所医方面，人均预

期寿命78.3岁，每千人口拥有
执业（助理）医师3.2人、注册护
士3.8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
大于95%。

在老有所养方面，养老机
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达55%，新
建城区、居住(小)区配套建设养
老服务设施达标率100%，基本
养老保险参保率达95%，养老
服务床位总量约1000万张。

在住有所居方面，城镇户
籍低保、低收入家庭申请公租
房和符合条件的农村低收入

群体住房安全均实现应保尽
保，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约21.9
万个。

在弱有所扶方面，困难残
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
护理补贴目标人群覆盖率达
100%。

在文体服务保障方面，每
万人接受公共文化设施服务
3.4万次，人均体育场地面积
2.6平方米，每百户居民拥有社
区综合服务设施面积大于30
平方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