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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球“神秘小屋”谜底揭晓

玉兔二号遇上另一只“玉兔”

在 2021 年
12 月，玉兔二号
月球车在月球背
面执行探索任务
时，拍摄到了一个
神秘的物体。从
照片上看，该物体
突兀地耸立在天
际线，看上去像一
座“神秘小屋”。
玉兔二号的这个
发现，不仅引发国
内读者热议，也吸
引了不少外国读
者的注意力。许
多人都迫不及待
地想知道近距离
拍摄的“神秘小
屋”到底是什么。
但彼时正值月夜
期间，玉兔二号已
经进入了休眠期，
正在月球背面一
动不动地酣然大
睡，该怎么办呢？

月夜就是月球夜晚

众所周知，在地球引力的作用之下，月
球永远以同一面朝向地球。地球上的人无
法看到月球的背面，因此将月球背面称作

“月球暗面”。
但实际上，月球背面并不全暗。月球除

了绕着地球转，也在进行自转，当旋转到阳
光照在月球背面时，月球背面就迎来白天。
所以月球背面也像地球一样有着白天和黑
夜，只不过月球的白天很长，黑夜也很长。

月球自转1周的时间等于1个恒星月（27
天7小时43分11.47秒），这样算起来月球上
的1天（1昼夜）大约相当于地球的1个月，1个
白天的时间大约相当于地球的14天，1个黑
夜的时间大约也相当于地球的14天。

月夜-180℃极寒

在长达14天的月夜期间，没有光照，没
有太阳辐射外热流，月表红外热流也很小。
再加上月球没有大气层，月壤导热系数小，
月表温度会很快降低至-180℃左右。长时间
的超低温环境，对探测器的工作和生存都是
极大的挑战。

科学家于是将嫦娥四号探测器月面模
式（着陆器与巡视器在月表的工作模式）分
为月昼模式和月夜模式。月昼时为工作模
式，设备正常工作，开展月面科学探测任务，
只在月午时分进行短暂午休。月夜时为休
眠模式，所有设备除定时控制电路以及月夜
温度采集器外全部断电，不进行科学探测任
务。为确保其安全度过月夜，还通过引入放
射性同位素热源，在月夜期间供应热量，保
证设备仪器的存储温度要求。

自 2019 年 1 月 3 日在月球背面着陆以
来，巡视器（即玉兔二号月球车）与着陆器都
曾多次进入过月夜休眠模式。

休眠前的惊鸿一拍

一个多月前，玉兔二号月球车在执行完
第36个月昼的探索工作后，准备进入新一轮
月夜休眠。在翻过一个超大陡坡抵达新的
休眠地点后，照例在休眠前对周围的天际线
进行环拍。然而这次休眠前的最后一拍，却
让看到照片的人都瞪大了眼睛：在距离休眠
点位置约80米处，出现了一座“神秘小屋”。

虽然照片放大后比较模糊，但仍能看见
在北侧天际线处有一个非常突兀的立方体
形状的物体，看上去好似一座凭空出现的

“神秘小屋”。 经过测量，这个突兀的立方体
距离当前位置大约80多米，玉兔二号要再经
过2~3个月昼的“长途跋涉”、“翻山越岭”才
能够抵达目的地一探究竟。

80多米的距离，在地球上也就几步路的
事，为什么月球车却要行走这么久呢？

在月球行走有多难

事实上，玉兔二号月球车的速度并不
慢，可达200米每小时，理论上只需要花24
分钟左右就能来到“神秘小屋”的身边。但
月球表面密布着大大小小的撞击坑和小山
坡，月球背后更是人类从未涉足过的未知领
域，万一玉兔二号出了事可没有办法“返厂
维修”，所以格外谨慎，得“走一步看一步”。

同时，玉兔二号月球车身为巡视器，是
来考察的，不是来赛跑的。它在前行路途中
随时可能停下来，用携带的科研精密仪器展
开各项深入研究和观测实验。缓慢匀速前
进，也是为了防止行走时拍摄画面抖动的必
要设定。另外，它使用的是太阳能驱动，能
源有限，还得分一部分给仪器，不省着花根
本不够。当然，路上遇到月夜期，它还需要
长达14天的休眠，平均算下来，其每个地球
日行驶距离只有1米左右。

昂首阔步式提速策略

但是读者们似乎已经等不及了，他们感
到十分惊奇，“神秘小屋”会是外星人修建的
基地残骸吗？抑或是前人探月时留下的先
驱航天器？有读者甚至还调侃这是“广寒
宫”“月球核酸检测点”。

为了尽快揭开谜团，科研人员在玉兔二
号休眠时综合分析了能源、热控、移动性能、
测控条件等因素后，研究出了一套高效的

“昂首阔步”式移动策略。
首先，在玉兔二号月球车感知成像的时

候将俯仰角稍微上抬。“昂首”的姿态可以将
感知成像的最远距离由十几米拓展到30多
米，在地形和感知图像允许的情况下，提升

每一步的移动距离，“阔步”前进。同时在平
台热控允许的情况下，科研人员还适当推迟
了玉兔二号月球车进月午或者提前出月午，
压缩了它的午休时间，实现挤出一整天多走
一步的目的。如此多措并举，玉兔二号的移
动效率将得到显著提升。

奔跑吧玉兔二号

新策略已定，但当玉兔二号月球车苏醒
后，发现东、西、北三个方向各有一个坑将自
己夹在中间，情况非常不利。好在坑与坑之
间还有些许空隙，地面控制人员像驾驶员一
样控制着它起步向东北绕行，走过坡度较高
的区域，转而向西北继续顺着等高线进军，
轻巧的两步便走了接近9米的距离，比以往
不超过7米的移动距离有了长足进步，“昂首
阔步”的策略初见成效。

此后玉兔二号月球与“驾驶员们”的配
合渐入佳境，“昂首阔步”与“精准控制”双剑
合璧，在月背大步流星地北上。9米、11米、12
米，它不断刷新着自己单步里程的纪录，加
上月昼上午适当推迟进入月午，玉兔二号在
第37个月昼收获了6步移动59.7米的好成
绩，当它又一次精准地从撞击坑上跨过，准
确停驻在狭细的休眠点时，距离“神秘小屋”
的直线距离仅剩30米。

玉兔二号见“玉兔”

日前，玉兔二号月球车再次从休眠中苏
醒，开始了第38月昼的工作，终于在2022年
1月6日午夜时分距离“神秘小屋”只剩下10
米左右时，揭开了这层神秘的面纱。

由于地形、视角、相机视场、分辨率等关
系，之前“神秘小屋”还远在天际时，仿佛是
凯旋门一样高大的建筑。如今在玉兔二号
的全景相机近距离彩色成像中，其实就是一
块“矮矮胖胖”的石头。但令人没想到的是，
这块石头的形状竟然神似一只兔子。

从照片上看，这只月球上的“兔子”肉乎
乎的，前后腿略弯，匍匐在地。巧合的是，它
圆圆脑袋前面散落的小石块好似一根胡萝
卜。仔细看，它屁股后面竟然还有一粒滚圆
的“兔㞎㞎”。整个画面好似一只贪吃的小
肥兔，眼尖的读者直呼“好象神话传说中月
亮上的玉兔”。

值得一提的是，2022年1月3日，是嫦娥
四号探测器任务宣布取得圆满成功的三周
年纪念日，1月6日接近目标时，玉兔二号月
球车的累计行驶里程也刚好突破了千米大
关，达到了1003.9米。在这个时候，玉兔二号
遇上了另一只“玉兔”，巧合之处，简直妙不
可言！ （本报综合）图片来源：我们的太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