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嫦娥五号“ ”归来
北京时间17日凌晨，在白雪皑皑

的内蒙古四子王旗，嫦娥五号携月球

样本岩石和土壤返回地球。这是中国

航天史上一次满载而归的科学探索，

也是人类太空探索中一段智慧与勇气

兼备的华彩乐章。

“嫦娥”一小步，代表中国航天

一大步。作为中国复杂度最高、技术

跨度最大的航天系统工程，嫦娥五号

接过嫦娥四号的探月“接力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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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入返回等多重难关，实现了

我国航天史上多个“首次”，收获了研

究月球乃至太阳系行星的宝贵科学

样品。嫦娥五号任务成功实施，标志

着我国探月工程“绕、落、回”三步走

规划如期完成。

自嫦娥四号完成人类探测器首

次月背着陆后不到两年时间，中国航

天器重返月球并圆满完成任务，是发

挥体制优势攻坚克难的又一重大成

就，映射出中国航天脚踏实地的精神

和开拓创新的风采。美国媒体评论

说，中国太空探索已经取得了巨大进

展，并且有能力实现更长远目标。

从人类航天史的视角审视，嫦娥

五号圆满完成任务，标志着中国已成

为继美国、苏联之后，第三个成功完

成月球采样并带回地球的国家。与

之前美国阿波罗计划靠人力从月球

运回的样本，以及苏联依靠无人飞行

器分 3 次带回的月球样本相比，嫦娥

五号带回的月球物质来自更为“年

轻”的地质区域。美国地球科学家克

莱夫·尼尔表示，嫦娥五号带回的样

本代表着一个完全不同的月球历史

时代，必将有助于人类更好地了解月

球的演化。

探索月球以及更多地外天体是

人类共同的梦想，由人类探索天性所驱动，必将推动

人类的科技进步并造福人类。每个国家都应该是人

类太空探索这一壮美诗篇的谱写者以及人类和平利

用太空事业的贡献者。美国媒体评论说，中国探月工

程将可能推动更深入的太空探索。法国月球和火星

地质学专家杰茜卡·弗拉奥表示，嫦娥五号再次点燃

全球探月热情，而中国对航天领域国际合作始终持开

放态度。

接力人类梦想，目标星辰大海，使命一往无前。

嫦娥五号迈出的只是中国首次地外天体采样返回的

第一步。嫦娥六号、七号、八号等任务将在未来相继

实施。人们期待着更多中国探测器开启星际征程，人

类足迹抵达更加深远的浩渺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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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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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30日，“嫦五”合体分离

●12月1日，“嫦五”在月球正面预选着陆区着陆

●12月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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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嫦五”上升器将携带样品的上升器送入到预定环月轨道

●12月4日，“嫦五”在月球表面展示国旗

●12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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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17日凌晨，“嫦五”安全着陆

17 日凌晨，嫦娥五号返回器安全着

陆在内蒙古自治区四子王旗预定区域。

返回器姿态端庄地立在积雪覆盖的草原

上，等待科研人员揭示更多奥秘。

16日深夜，返回器还在“返程”途中，

地面搜索回收分队开始向着陆场预定区

域行进。

不久前，四子王旗连降多场大雪，给

搜救任务增加了不少难度。数十公里的

草原路，有的地方积雪厚达半米。记者

在寒风呼号、呵气成冰的草原上看到，跟

在搜救队后方的一些车辆不时打滑，有

的甚至陷入雪坑，动弹不得。

为适应严寒积雪条件下夜间搜索，

地面搜索回收分队进行多次实战演练，

并对相关设备升级。在着陆场核心区外

围，四子王旗 140 多名民兵和 160 多人组

成的预备队为嫦娥五号保驾护航，其中

还有马蹄飞驰的骑兵连。

地面搜索回收分队平稳前行，耳畔

隐约传来“隆隆”声。只见空中搜索回收

分队的数架直升机在天空盘旋，它们投

下一束束光柱，划破漆黑的夜。

“看见了！就在那里！”车上有人惊

喜地喊道。透过车窗，可见多名身穿橘

红色制服的工作人员在明亮的探照灯下

忙碌着。返回器立在一旁，底大头小，外

观类似不倒翁，银白色的身躯在灯光照

射下格外耀眼。

探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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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是凌晨，草原上的牧民们依然从

四面八方纷纷赶来，迎接“嫦娥”归来。

现场处理工作接近尾声，返回器穿

上了迷彩服。此时的四子王旗草原，东

方渐渐吐白，迎着新一天的曙光。

（新华社呼和浩特12月1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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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香港12月 17日电 （记者

朱宇轩）17日凌晨，嫦娥五号返回器携带

月球样品安全着陆。研发月壤表取采样

装置的香港理工大学（以下简称“理大”）

科研团队向新华社揭秘，他们如何助力嫦

娥五号“挖土”成功。

“满意、激动、开心！”亲眼见证由自

己团队研发的表取采样装置提取的月壤

样本被成功运回，项目主导人、理大工业

及系统工程学系讲座教授兼副系主任容

启亮说，为见证这一刻，他和团队一直看

直播至 17日凌晨 3时。

从月球“挖土”，并将月壤样本带回，

是嫦娥五号的重要任务。理大介绍，嫦娥

五号“挖土”方式包括钻具钻取和机械臂

表取，理大科研团队承担的是表取采样系

统，利用机械臂在月面进行多点采样。

容启亮介绍，理大研发的表取采样

执行装置附着在嫦娥五号的着陆器上，整

套装置由超过 400件工件组合而成，包括

采样器甲、采样器乙、初级封装装置和近

摄相机。采样器甲和采样器乙分别用来

挖取松散和黏性的月球土壤，初级封装装

置是表取样本的暂存器，近摄相机则发挥

识别样本和视像导航等作用。

容启亮说，表取采样装置的研发过程异

常艰辛。“深空探测充满不确定性，比如探测器

会着陆在什么样的月面地形？采样装置提取

样本时的光照是怎样的？如何保证月壤样本

密封完好、不被污染……不确定性有很多，所

以我们得反复试验，模拟可能出现的情况。”

容启亮团队的实验室里放着1:1的嫦

娥五号着陆器和上升器模型。在这个约

400平方米的实验室内，容启亮率领团队

20多名科研人员做了逾千次模拟实验。

由于月球重力只有地球地心引力的

六分之一，所以模型的顶部有一个吊着采

样机械臂的装置，用来模拟月球重力环

境。模型的斜上方有一排照灯，用来模拟

太阳照射角度。研发团队在模型前方的

地面上摆放了一个长方体盒子，里面装有

白色颗粒，用来模拟月壤。记者还看到，

实验室内有两台电脑，科研人员用来控制

采样机械臂，实验室的墙面上挂着电子屏

幕，显示表取采样装置采集月壤的过程。

虽然未能前往内地协助运作表取采样

装置，但容启亮和团队一直实时跟进嫦娥

五号探测过程，并与内地科研团队线上沟

通。“我很感谢国家把如此重要的项目交给

理大，如果没有国家的支持，我们的仪器不

可能去月球。”容启亮说，“国家能够给我们

这么重要的任务，是对香港的信任。”

新华 评时 XINHUA SHIPING

揭秘：如何助力嫦娥五号“挖土”

揽月而归 踏梦而行
——嫦娥五号返回器着陆目击记

□新华社记者任军川 于嘉

挖土

● 在地外天体的采样与封装

● 地外天体上的点火起飞、精准入轨

● 月球轨道无人交会对接和样品转移

● 携带月球样品以近第二宇宙速度再入返回

● 建立我国月球样品的存储、分析和研究系统

嫦娥五号任务创
五项“中国首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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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17日，工作人员在搬运嫦娥五号返回器。 新华社记者彭源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