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❶❶月面工作月面工作
●●1212月月22日日,,嫦娥五号着陆器嫦娥五号着陆器

和上升器组合体完成了月球钻取和上升器组合体完成了月球钻取
采样及封装采样及封装

●●1212月月33日日,,嫦娥五号上升器嫦娥五号上升器
携带样品从月面起飞并进入到预携带样品从月面起飞并进入到预
定环月轨道定环月轨道

““嫦五嫦五””这样回家这样回家

❷❷交会对接交会对接
●●1212月月66日日，，嫦娥五号上嫦娥五号上

升器与轨道器和返回器组合升器与轨道器和返回器组合
体交会对接体交会对接，，并将样品容器转并将样品容器转
移至返回器中移至返回器中

❸❸月地转移月地转移
●●1212 月月 66日日 1212时时 3535分分,,

嫦娥五号轨道器和返回器组合嫦娥五号轨道器和返回器组合
体与上升器分离体与上升器分离，，进入环月等进入环月等
待阶段待阶段，，准备择机返回地球准备择机返回地球

❹❹进入地球轨道进入地球轨道
返回器以第二宇宙速度返回器以第二宇宙速度

（（1111公里公里//秒秒））飞向地球飞向地球

❻❻返回舱进入返回舱进入
黑幕区反弹黑幕区反弹

❼❼返回舱再入地球大气层返回舱再入地球大气层

❽❽返回舱打开返回舱打开
降落伞着陆降落伞着陆

❾❾返回舱返回舱
成功回收成功回收

新华社北京 12 月 17 日电 （记
者 胡喆 彭韵佳）12月17日凌晨，
嫦娥五号返回器携带月球样品，采用
半弹道跳跃方式再入返回，在内蒙古
四子王旗预定区域安全着陆。

随着嫦娥五号返回器圆满完成
月球“挖土”，带着月球“土特产”顺利
回家，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嫦娥五
号任务飞控现场旋即成为一片欢乐的
海洋，大家纷纷欢呼、拥抱，互致祝贺。

探月工程总指挥、国家航天局局
长张克俭宣布：“探月工程嫦娥五号
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历经23天，嫦娥五号闯过地月

转移、近月制动、环月飞行、月面着
陆、自动采样、月面起飞、月轨交会对
接、再入返回等多个难关，成功携带
月球样品返回地球，完成了这次意义
非凡的太空之旅。

“嫦娥五号任务既是收官之作，
更是奠基之作。”嫦娥五号任务新闻
发言人、国家航天局探月与航天工程
中心副主任裴照宇表示，嫦娥五号任
务是我国探月工程“绕、落、回”三步
走中“回”这一步的主任务，成功实现
了月球表面采样返回。

探月工程是《国家中长期科学和
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 2020

年）》确定的16个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之一。自立项以来，国家航天局组织
全国2000多家单位、数十万名科技
工作者，团结协作、集智攻关，高质量
高效益完成六次探测任务，实现“六
战六捷”。

揽月而归，踏梦而行。作为我国
复杂度最高、技术跨度最大的航天系
统工程，嫦娥五号任务实现了我国首
次月面采样与封装、月面起飞、月球
轨道交会对接、携带样品再入返回等
多项重大突破，其成功实施标志着我
国探月工程“绕、落、回”三步走规划
如期完成。

高速返回高速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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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4日，国家航天局公布了嫦
娥五号探测器在月球表面展示国旗
的照片。

新华社发（国家航天局供图）

▶▶1212月月33日日
“嫦五”上升器将携带样品的上

升器送入到预定环月轨道

▶▶1212月月44日日
“嫦五”在月球表面展示国旗

20202020年年

▶▶1111月月2424日日
中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用长征

五号遥五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嫦五”探
测器，并将其送入预定轨道

▶▶1111月月3030日日
“嫦五”合体分离

▶▶1212月月11日日
“嫦五”在月球正面预选着陆区着陆

12月2日，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
心拍摄的落月后的嫦娥五号探测器。

新华社记者 金立旺 摄

▲▲远望远望33号船护送嫦娥五号穿越号船护送嫦娥五号穿越““黑障黑障””。。

▲▲嫦娥五号采用半弹道跳跃方式再入返回技术方案返回地球嫦娥五号采用半弹道跳跃方式再入返回技术方案返回地球。。

❺❺返回舱脱离轨道器返回舱脱离轨道器
距离地球距离地球 50005000 公里处公里处：：返回舱和返回舱和

轨道器分离轨道器分离

（（资料来源资料来源::新华社新华社、、央视央视、、人民日报人民日报 制图制图//丁龙丁龙））

□本报记者 李星婷

12月17日1时59分，嫦娥五号
历经23天的飞行与工作，从月球顺利
取到月壤并成功返回地球，此次登月
采样有何意义？月球土壤和地球土壤
有怎样的区别？围绕相关问题，重庆
日报记者对教育部深空探测联合研究
中心副主任、重庆大学先进技术研究
院院长谢更新教授进行了采访。

重庆日报：为什么我们要去月球
上取土？此次嫦娥五号探月对我国
未来载人登月又有什么意义？

谢更新：此次嫦娥五号采集的月
壤样品，将被用来研究月球的起因和
演化等。这些来自月球的物质可以
帮助研究人员更精准地确定地球、月

球、火星和水星等行星表面

的年代等。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苏联

相继登上月球。嫦娥五号采样与美
国及苏联采样的地点不同，可能会对
研究宇宙及月球形成等问题有新的
发现，可以为研究提供更多的证据和
价值，为我国载人登月做技术验证和
积累。

重庆日报：月壤能用来种菜或者
植物吗，月壤和我们地球土壤到底有
什么不同？

谢更新：月壤中含有铁、金、银、
铅、锌等多种矿物颗粒，含量非常丰
富，科研价值很高。地球土壤主体是
矿物质，由二氧化硅颗粒、硅酸盐和
氧化物组成。

二者最大的区别是月球土壤中
没有有机质。有机质指土壤中来源

于生命的物质，包括土壤微生物
和土壤动物及其分泌物，以及植

物残体和植物分泌物等。有
机质具有矿化作用、腐殖化作
用，有利于植物生长。

月球上为什么没有生
命？因为月球上没有生命

生长的基本条件，所
以我们需要对月

球土壤进行
改良、改

性，使其可以种植；其次，可以研究月
球土壤的力学性能、粘度和抗拉力
等，研究在月球上原位资源利用月壤
作为能源、燃料、建筑材料等。

总的来讲，嫦娥五号带回月球土
壤样品，可以为下一步建人类月球基
地、月球农场，对月球资源原位利用，
在月球上进行生活和科研，提供重要
的研究价值。

重庆日报：要在月球建立适应人
类生存的环境，有哪些关键点？

谢更新：第一个关键点是对土壤
等月球资源开展原位资源的利用与
开发，攻克相关技术构建起适合生存
的环境生态系统；第二个关键点是这
个系统必须是安全、长久、可持续的，
那就涉及综合交叉跨学科的合作，比
如机械、控制、能源、材料、生物、信
息、生态安全等综合领域的合作。

重庆日报：2019 年，重庆大学承
担的生物科普试验载荷项目，随嫦娥
四号首次登陆月球背面，并在月球背
面开展生物生长试验。目前，重庆大
学在航天领域的研究进展如何？

谢更新：教育部深空探测联合研
究中心设立在重庆大学，目前重大在
进行地外生态相关技术研究，简言
之，就是要研究如何在月面构建可持
续的植物、动物生存的技术和方法，
从而形成让生物可生长的生态系
统。这就涉及在宽温控、强辐射、低
重力、长光照的极端环境的生物机
理及可控密闭生态系统等多方面

的研究。我们的团队紧密对接
国家的需求目标，研究部

署相关应用研究，并吸
引了其他国家的科

学家一起开展合
作研究。

月壤能种菜吗？月球基地怎么建？
教育部深空探测联合研究中心副主任谢更新解读“嫦五”登月“挖土”意义

嫦娥五号嫦娥五号““挖土挖土””归来归来
回顾回顾““嫦五嫦五””探月历程探月历程

▶▶1212月月22日日
“嫦五”着陆器和上升器组合体完

成了月球钻取采样及封装

12月2日，嫦娥五号探测器在月
球表面自动采样。

新华社发（国家航天局供图）

▶▶1122月月66日日
“嫦五”上升器与轨道器和返回器

组合体交会对接，并将样品容器转移
至返回器中

▶▶1212月月1717日日11时时5959分分
“嫦五”安全着陆

凯旋凯旋

12月17日凌晨，嫦娥五号返回器
携带月球样品，采用半弹道跳跃方式
再入返回，在内蒙古四子王旗预定区
域安全着陆。新华社记者 连振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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