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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球背后真有“天外来客”吗？由于月球被地球潮汐力
完全锁定，月球围绕地球公转一周，月球就自转一周，公转
和自转完全同步，所以，地球上的人类永远也无法看到月球
的背面。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也是人类首个在月球背面
着陆的探测器嫦娥四号的使命所在。近日，嫦娥四号在月
球背面新发现了一种颗粒状物质。经过分析，这种颗粒状
物质既非源于月球，也非源于地球，难不成真是“天外来客”
留下的吗？

嫦娥四号在月球背面嫦娥四号在月球背面
发现发现““天外来客天外来客””

为确认分析结果，中国科学院国
家空间科学中心等单位的研究团队
又对该撞击坑进行了详尽的形貌分
析。基于玉兔二号全景相机获取的
立体影像，采用摄影测量方法，构建
了覆盖该小撞击坑及附近区域的高
精度数字高程模型。分析表明，该撞
击坑可能属于一次撞击坑，而非原始
撞击产生的溅射体再次撞击月表形
成的二次撞击坑。一个直径15 厘米
的疏松撞击体以每秒 15公里的速度
撞击月球表面，就可能形成观测到的
小撞击坑形貌特征，并有残留物分布
于撞击坑中心。所以，该撞击坑大概
率是一个小型碳质陨石撞击后形成
的。该撞击坑应该形成于距今100万
年以内。

宇宙中的撞击过程，可能会带来
不属于该星球的物质，往往被认为是
星球表面水及永久阴影区水冰的主要

贡献者之一。碳质小行星是小天体中
相对比较富含水及挥发成分的一类，
在撞击过程中，其携带的水可能部分
得以保留下来。从某种角度看，这位
年龄在100万年以内的碳质球粒陨石
撞击体残留物“天外来客”差不多等于
是个“送水小哥”。

研究人员认为，这种碳质陨石残
留物可能在月表普遍存在，嫦娥五号
带回的月壤样品中也将有很大概率发
现类似的撞击残留物。另外，“送水小
哥”肯定不止一个，富含挥发成分的碳
质小行星的撞击或仍然在为现在的月
球提供水源。

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相
关研究员表示，利用更高空间分辨率
的遥测光谱数据，未来有可能在月表
发现更多类似的撞击残留物，从而进
一步加深对月球水的来源研究。

（本报综合）

月球背面到处都是坑坑洼洼的，
布满了陨石撞击坑。据保守估计，月
球的陨石坑至少在10万个以上。嫦娥
四号探测器于2019年在月球背面着陆
时，着陆地点就是位于月球南极艾肯
盆地的冯·卡门撞击坑。

所以在后续的月表巡视过程中，玉
兔二号很快又发现了一个小的新鲜撞击
坑，并对这个撞击坑进行了详细的光谱
探测。基于该撞击坑影像和光谱数据，
研究团队发现，撞击坑中心的疑似“残留
物”与坑内及坑外的典型月壤、岩石碎块
的光谱呈现明显不同的特征。

通常情况下，月表岩石或月壤的
反射光谱会呈现出“红化”的特征，并
且月表发生的太空风化作用一般会进
一步加剧这种红化特征，即反射率随
着波长的增加而增加。然而，该撞击

坑中心疑似残留物的光谱却呈现出
“蓝化”的特征，即反射率随着波长增
加而减小。研究团队推测，或存在某
种具有蓝化光谱特征的外来撞击体物
质混入撞击坑中。这个外来撞击体被
媒体称为“天外来客”。

这也是人类首次在月表直接观测
到碳质球粒陨石的撞击残留物。此前
研究人员也在“阿波罗样品”中发现过
碳质球粒陨石碎片，但从未在月表通
过遥感探测直接观测到碳质球粒陨石
的撞击残留物。如果说这个“天外来
客”是某个小行星，那么在已知小行星
中，只有碳质小行星的光谱存在蓝化
特征。研究人员搜集了大量碳质球粒
陨石的光谱，经过仔细对比后发现，该
残留物确实与碳质陨石光谱具有很高
的相似度。

嫦娥五号带着采到的月壤已经
“回家”多时了，嫦娥四号着陆器携带
月兔二号巡视器仍在月球背面勤勤恳
恳地工作。资料显示，嫦娥四号的设
计预期寿命为12个月，玉兔二号设计
寿命仅为3个月。但自嫦娥四号2019
年 1月3日在月球背面预选区着陆以
来，在轨工作时间实际已经突破了
1000天，超过35个月。目前整体工况
良好，载荷工作正常，还能持续开展科
学探测。

虽然嫦娥四号的位置在看不到的
月球背面，但通过中继卫星鹊桥的“传
话”，可以远程进行许多工作。例如，
基于玉兔二号搭载的可见和近红外光
谱仪、全景相机及测月雷达，研究者可
以了解到月球背面巡视区形貌、撞击
历史、月壤演化，由此进行石块分布、

浅层结构等矿物组成、来
源及特性研究。利用嫦娥
四号携带的月表中子与辐
射剂量探测仪、中性原子探
测仪等探测的数据，研究者可
能获得月表高能粒子辐射环境
谱、月表中性原子能谱结构和反
照率。利用嫦娥四号着陆器平台的
低频射电频谱仪，还能在月球背面开
展低频射电天文观测，获得大量有效
观测数据。

因此，近期基于嫦娥四号获取的
具有超高空间分辨率的影像与光谱
数据，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
等单位的研究人员又创下一个人类
纪录：首次在月球表面识别出年龄在
100万年以内的碳质球粒陨石撞击体
残留物。 “天外来客”可能是“送水小哥”C

残留物是“天外来客”留下的B

超长待机的嫦娥四号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