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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 月 3 日电(记者胡喆、喻
菲、金立旺)2019 年 1 月 3 日，人类首个在月
球背面软着陆的探测器嫦娥四号稳稳降落在
月球南极-艾特肯盆地冯·卡门撞击坑。整个
降落过程既惊心动魄又热血沸腾，来自各方
的探月专家们向新华社记者详细介绍了这一
过程。

工程难度：“好比降落在崇山峻岭”

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吴伟仁院士打了
这样一个比方：嫦娥三号好比降落在华北大
平原，而嫦娥四号好比降落在祖国西南的崇
山峻岭中。

据介绍，嫦娥四号着陆区相当于嫦娥三
号着陆区的八分之一，且落区周围有海拔 10
公里高的山。不同于嫦娥三号在月球正面的
着陆区，嫦娥四号在月球背面着陆区地形起
伏达到 6000 米，可谓跌宕起伏、险象环生。

“难度大、时间短、风险高。”吴伟仁如是
评价嫦娥四号此次在月球背面着陆之旅的突
出特点。然而，风险越高意味着回报有可能也
会越大。

在嫦娥三号任务成功实施以后，关于嫦
娥四号要去哪儿？应该干些什么？曾引发不小
的争议。

嫦娥四号探测器总设计师孙泽洲介绍：
“当时大家想了很多，除了落到月球背面，也
有专家考虑过让它飞得更远，但那样探测器
就需要有很大变化。”

“嫦娥四号是嫦娥三号的备份，很多零部
件与嫦娥三号一同设计生产，因而不能在设
计上有太大变化。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后，大
家仍然选择去月球背面。”孙泽洲说。

“去月球背面比去正面风险增大了很多，
但从技术发展角度来讲，如果我们未来要建设
月球科研站，就需要航天器能够高精度着陆。”
孙泽洲称，解决了这次任务面临的挑战，可为
后续的深空探测和小行星探测打下基础。

除了科学上的意义，冯·卡门撞击坑对于
中国而言还有另一层非凡的意义：它是以 20
世纪匈牙利裔美国航天工程学家冯·卡门命
名的，他被誉为“航空航天时代的科学奇才”。
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钱学森、郭永怀都是
他的亲传弟子。

落月过程：激动人心的 700 秒

10 时 15 分，嫦娥四号迎来制动时刻，
7500 牛发动机开机，动力下降开始；10 时 21
分，降落相机开机，开始抓拍落月全过程；10
时 25 分，嫦娥四号转入悬停模式，随后不一
会儿便转入避障模式。

10 时 26 分 24 秒，最激动人心的时刻终
于到来：经历了近 700 秒的落月过程，嫦娥四
号探测器成功着陆，一切正常！指控大厅爆发
出热烈的掌声。

嫦娥四号落月的一刻，74岁的中国航天科

技集团五院深空探测和空间科学首席科学家、
嫦娥一号卫星总设计师叶培建院士走向正在前
排工作席的嫦娥四号探测器项目执行总监张

熇，两代“嫦娥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这一握，也让张熇这个嫦娥四号探测器

研制团队里的“女当家”再也忍不住激动的心

情，捂住脸当场流下了幸福的泪水。
“嫦娥四号能有今天的成功是有故事的，

很多人最初主张不要冒险。”叶培建告诉记
者，嫦娥四号不仅实现了人类探测器首次成
功在月球背面软着陆，更通过“鹊桥”中继星
实现了地球和月背间的首次中继通信。

“两个‘首次’决定了我们在这些领域是当
之无愧的世界第一，正因有无数‘嫦娥人’的坚
持才能有今天，值得骄傲。”叶培建说，这是他
第一时间走到张熇身后表示祝贺的原因。

叶培建介绍，嫦娥四号 2015 年才正式决
定到月球背面着陆，因此整个研制周期特别
紧张。就在嫦娥四号研制之时，包括嫦娥五
号、火星探测、深空探测在内的多项科研任务
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不少科研人员要同
时在好几个任务里“身兼数职”，这为嫦娥四
号科研团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们的压力
可想而知。

面对困难和挑战，来自科研一线的“嫦娥
人”不仅继承并发扬了老一辈航天人开创的
“两弹一星”精神，更在此基础之上树立了新
的“探月精神”。

从 2004 年 1 月我国月球探测工程全面
启动至今，嫦娥探月已经走过了 15 年。嫦娥
四号落月激动人心的 700 秒背后，便源于这
15 年的付出与坚持。

探测月背：或将取得突破性发现

嫦娥四号降落的月球背面，高山和深谷
迭现。中科院月球与深空探测总体部主任邹
永廖说，月球背面具有独特性质，嫦娥四号着
陆地是从未实地探测过的处女地，或将取得
突破性发现。

在没有太空探测器的年代，月球背面一
直是神秘的未知世界。越来越多前往月球的
探测器让人们发现，原来月球背面和正面如
此不同。

嫦娥四号的着陆区月球南极-艾特肯盆
地是太阳系中已知最大的撞击坑之一，也被
公认为月球上最老、最深的撞击盆地。在这里
获取的月球深部物质信息，相信能从中发现
令人惊喜的科学价值。

科学家们认为，月球南极-艾特肯盆地
是研究月球深部物质组成的重要窗口，对该
盆地进行探测，有助于研究月壳和月幔的组
成、月球的地质特征、月球的起源和演化，解
释月球上的磁异常现象。

邹永廖介绍，月球车在月背行走时，还可
以获取集地形地貌、物质成分、浅层结构于一
体的综合地质剖面，这个剖面一旦建立起来，
将是国际首创。

同时，到月球背面开展低频射电天文观
测是天文学家们梦寐以求的事情，可以填补
射电天文领域在低频观测段的空白。这样的
天文观测是研究太阳、行星及太阳系外天体
的重要手段，也将为研究恒星起源和星云演
化提供重要资料。

嫦娥四号 700 秒内降落在“崇山峻岭”
专家详解月球背面着陆看点：或将取得突破性发现

38 万公里很远，远到人类文明从未在月
球背面留下印记；38 万公里很近，就在今天，
中国在“蟾宫后院”折桂！2019 年 1 月 3 日 10
时 26 分，中国嫦娥四号代表人类首次软着陆
月球背面，并通过“鹊桥”中继星传回了世界第
一张近距离拍摄的月背影像图。

这一刻，世界看中国！
由于自转和公转的特点，月球永远只

有一面对着地球。此前，国际上仅有极少数
环月飞行器从太空中看到过月球背面的样
子，而由于通信受限和技术原因，人类此前
从未真正踏上过这片秘境。嫦娥四号在月
球背面落月成功创造了人类太空探索史上
的新纪录。

“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千百年来，从
嫦娥奔月到万户飞天，我们的祖先不断展现
对宇宙的浪漫想象和探索激情。探索浩瀚宇
宙、发展航天事业，正是亿万中华儿女不懈追
求的伟大梦想。

我国探月工程全面启动以来，已经走
过了 15 年的时光。15 年间，从嫦娥一号拍
摄的全月球影像图，到嫦娥二号首次实现
我国对小行星的飞跃探测，再到嫦娥三号
成功实现落月梦想……月球探测工程，成
为我国航天事业发展的又一座里程碑，开
启了中国人走向深空探索宇宙奥秘的时
代，标志着我国进入具有深空探测能力的
国家行列。

作为整个探月工程“绕、落、回”三步走
战略中第二步的关键组成，嫦娥四号的一小
步，无疑是整个人类太空探索史上的一大步。月球背面比正面
更为古老。嫦娥四号探测器自主着陆在月球背面南极-艾特肯
盆地内的冯·卡门撞击坑内，其物质成分和地质年代具有代表
性，对研究月球和太阳系的早期历史具有重要价值，嫦娥四号
任务为中外科学家提供了更多太空探索的机会。

“踏上月球背面，已经是好几代科学家共同的梦想了。”中
国科学院院士叶培建动情地表示，“落月是整个任务最关键阶
段，充满了风险、未知和挑战。探月工程各项任务的连续成功，
开启了中国人走向深空、探索宇宙奥秘、增进人类福祉的新时
代。”

宇宙到底有多大？这是人类秉承探索发现的天性不断追
寻的问题。在发现未知地带的征程中，中国航天人将不畏艰
苦、不断创新，奏响探索宇宙的新畅想。

(记者陈芳、胡喆)新华社北京 1 月 3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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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嫦娥四号探测器传回世界首张近距离拍摄的月背影像图像。此图片为嫦娥四号着陆
器监视相机 C 拍摄的着陆点南侧月球背面图像。 新华社发（国家航天局供图）

新华社北京 1 月 3 日电(记者胡喆)1
月 3 日晚间，嫦娥四号着陆器与巡视器成
功分离，玉兔二号巡视器(即月球车)顺利
驶抵月背表面。着陆器上监视相机拍摄了
玉兔二号在月背留下第一道痕迹的影像

图，并由“鹊桥”中继星传回地面。
嫦娥四号探测器 1月 3日成功落月后，工

作人员按计划开展了着陆器与巡视器分离各
项准备工作，对“鹊桥”中继星状态、着陆点环境
参数、设备状态、太阳入射角度等两器分离的

实施条件，进行了最终检查确认。
15 时 7 分，工作人员在北京航天飞行控

制中心通过“鹊桥”中继星向嫦娥四号发送指
令，两器分离开始。

飞控大厅大屏幕上，嫦娥四号着陆器矗
立月面，太阳翼呈展开状态。巡视器立于着陆
器顶部，展开太阳翼，伸出桅杆。随后，巡视器
开始向转移机构缓慢移动，转移机构正常解
锁，在着陆器与月面间搭起一架斜梯，巡视器
沿斜梯缓缓走向月面。22 时 22 分，巡视器踏
上月球表面，玉兔二号在月背留下第一道印
迹。

新华社北京 1 月 3 日电(记者胡喆)记
者 3 日从国家航天局获悉，嫦娥四号任务月
球车全球征名活动结果于今天揭晓，月球车
命名为“玉兔二号”。2018 年 12 月 8 日 2 时
23 分，探月工程嫦娥四号任务着陆器和巡视
器(月球车)组合体发射升空，2019 年 1 月 3
日 10 时 26 分成功着陆月球背面，随即着陆
器与巡视器分离，开始就位探测和巡视探
测。

为使承担月球背面巡视探测任务的嫦娥
四号月球车名称，充分体现广大群众乃至全
球华人的意愿，由国家航天局探月与航天工
程中心联合相关单位，共同组织了嫦娥四号
任务月球车全球征名活动，经历了征名提交、
评委函审、入围初审、网络投票、终审评审五
个阶段。

2018 年 8 月 15 日月球车征名活动启动
后，海内外各行各业民众积极参与，年龄最大
的 94 岁，最小的 7 岁。

在提交名称的 22 天里，通过新华社客户
端、中国网、腾讯网和邮寄信函等途径，共收
到大家提交嫦娥四号任务月球车的名称
42945 个。

为提高征名的质量，主办单位成立了由
航天专家、高校语言文化名人和专业媒体人
组成的 23 人评审委员会。在网络投票的基础
上，评委进行了终审评审，“玉兔二号”最终以
最高分入选。

嫦娥四号着陆器与巡视器成功分离

月球车“玉兔二号”顺利驶抵月背

▲图为嫦娥四号着陆器监视相机 C 拍摄的玉兔二号巡视器走上月面影像图。

新华社发（国家航天局供图）

新华社德国基尔 1 月 3 日电(记者张毅荣、李萌)中国嫦
娥四号探测器 3 日登陆月球背面。为增进国际交流与合作，嫦
娥四号探测器还搭载了德国基尔大学研制的一台月表中子及
辐射剂量探测仪。

德国科学载荷项目组负责人、基尔大学教授罗伯特·维默
尔-施魏因格鲁伯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他对中国航
天发展速度印象深刻，对中欧航天合作充满乐观，期待未来参
与更多中方新的航天项目。

维默尔-施魏因格鲁伯告诉记者，他与中国航天领域的
接触与合作已经超过 20 年，曾经多次赴华参加航天学术会
议。中国航天的发展速度“让人惊叹”，“参与后就像搭上了
快车。但是你不能上车后就坐下，而要一起前进，跟上发
展。”

维默尔-施魏因格鲁伯对中国航天的开放表示赞赏，“中
国正与许多国际伙伴进行合作，而且合作越来越多，”“我不认
同那种因为担心技术外流而拒绝合作的做法。在我看来，技术
只会因为拒绝分享而消亡。”

维默尔-施魏因格鲁伯说：“我对中国与欧洲之间的航天
合作充满乐观，近年来它们开展了一系列合作项目。当我申请
参与嫦娥四号国际载荷项目获得中方批准后，我向德国航天
部门申请的项目资金很快便得到支持。”

维默尔-施魏因格鲁伯表示，在月球背面着陆难度不小，
对飞行器的控制和信号传输要求很高，但意义重大。“月背土
壤样本分析能帮助我们更好探寻月球的起源；月球背面基本
不受地球无线电干扰，可以进行低频射电天文学方面的研究；
登陆月背的演练还能为人类进一步探索太阳系做好准备。”

维默尔-施魏因格鲁伯还将与中国合作的目光投向了嫦
娥四号之后的更多航天项目，“我期待能与中方长期合作。”

“我对中欧航天合作保持乐观”

访嫦娥四号德国科学载荷项目负责人

新华社斯德哥尔摩 1 月 3 日电(记者付一鸣、和苗)“嫦娥
四号落月是重要的里程碑，是(人类航天史上)意义重大的一
步。”瑞典空间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嫦娥四号瑞典科学载荷项
目负责人马丁·威泽 3 日接受新华社记者电话专访时说。

威泽介绍说，嫦娥四号上搭载的重要科学仪器之一———
瑞中合作研发的中性原子探测仪，是帮助科学家探知太阳风
如何作用于月球的精密仪器。

“我想对我们的合作伙伴——— 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
心表示热烈祝贺！”威泽说，嫦娥四号落月的成功也标志着瑞典
设备阔别半个世纪后再次实现登月，这让人感觉“棒极了”。
1969 年曾有瑞典设备跟随美国“阿波罗 11 号”登陆月球。

通过探测月球表面的中性原子和离子，中性原子探测仪
将在那里监测太阳风和月球表面之间的相互作用，首批数据
有望在 2 月中旬左右发回。

威泽介绍说，太阳风，即来自太阳的带电粒子流如何影响
月球表面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中性原子探测仪的探测数据
对于理解这一基本物理过程非常重要。

“监测月球表面相互作用的粒子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
当然结果也将是振奋人心的！比如，通过监测与研究，我们有
可能发现关于月球上的水来自何处的线索。”威泽说。

威泽说，与中科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多年的合作中，中方
伙伴的“勤奋”和“非常专业的精神”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
很高兴双方合作取得了里程碑式的成绩。

威泽对中国航天发展速度赞叹不已。他认为，中国航天事
业的发展成就是世界瞩目的。“我坚信，中国在航天事业上还
将取得非常、非常巨大的成就！我非常期待瑞中航天领域有更
多的深入合作。”

“嫦娥四号落月是重要里程碑”

访嫦娥四号瑞典科学载荷项目负责人

新华社北京 1 月 3 日电
中国嫦娥四号探测器 3 日成
功在月球背面软着陆。对此，
美国和俄罗斯专家纷纷表示
祝贺并盛赞这一壮举。

美国航天局局长吉姆·
布里登斯廷当天在社交媒体
推特上发文说：“祝贺中国嫦
娥四号团队实现在月球背面
的成功着陆，这是人类的第
一次，也是令人印象深刻的
成就。”

“祝贺！”在新华社海外
社交媒体账号发布的相关新
闻下，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
司创始人埃隆·马斯克第一
时间对嫦娥四号成功落月表
示祝贺。

俄罗斯齐奥尔科夫斯基
航天研究院院士亚历山大·
热列兹尼亚科夫对新华社记
者说，嫦娥四号成功落月是
中国取得的一项重大航天探
索成就，确保探测器在月球
背面着陆的技术非常复杂，
此前任何国家都未能使其探
测器在月球背面软着陆，“中
国这一成功产生了巨大的心
理轰动效应”。

热列兹尼亚科夫表示，
嫦娥四号此次探月的另外两个重要步骤是让
月球车驶上月面，以及确保嫦娥四号、月球车
与中继卫星和地面实现通信联络。顺利完成
这两大步骤将再次验证中国航天探索技术的
成熟性及其解决重大太空开发问题的能力。

俄罗斯国立“斯滕伯格”天文研究所高级
研究员弗拉基米尔·苏尔金说，嫦娥四号即
将开始精彩的月面考察，国际研究人员非常
希望了解嫦娥四号传回的探测数据。

俄罗斯科学院航天研究所主任研究员
纳坦·艾斯蒙德告诉记者，嫦娥四号将考察
月球背面的地质状况，国际研究人员希望通
过中方这一考察，探究能否在月球背面的土
壤中找到水冰或液态水。

他还介绍说，由于月球没有大气，月面
在数十亿年间积累了多种易挥发物质，而地
球上没有这类物质，为了更好地研究月球和
太阳系历史，国际研究人员希望嫦娥四号用
特殊采样手段获取这类物质。

(综合新华社记者栾海、郭洋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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