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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

记者： 嫦娥三号将在月球何
处降落？降落区的大致情况如何？

欧阳自远：按计划，嫦娥三号
将在月球虹湾区着陆。 虹湾区地
处月球的北半球、西半球，在月球
正面的雨海区西北角。 所谓月球
正面， 也就是月球朝向地球的这
一面。 月球自传一周和绕地球一
周约28天， 所以地球上的人们永
远只能看到月亮的一半， 看不到
另一半。

虹湾是约39亿年前砸出来的
一个坑。 这一砸把很多石头溅射
出去，堆积到旁边，在盆地附近形
成一段像彩虹一样的弧。 因此得
到一个浪漫的名字———虹湾。

嫦娥抱“玉兔”，下月择机奔月
我国第一辆月球车肩负三类探测任务 火箭和探测器已转入西昌发射中心

●突破月球软着陆、月面巡视勘察、深空测控通
信与遥操作、 深空探测运载火箭发射等关键技术，提
升航天技术水平；

●研制月球软着陆探测器和巡视探测器，建立地
面深空站；

●建立月球探测航天工程基本体系，形成重大项
目实施的科学有效的工程方法。

●任务一：月表形貌与地质构造调查；
●任务二：月表物质成分和可利用资源调查；
●任务三：地球等离子体层探测和月基光学天文观测。

●由着陆器和巡视器组成的嫦娥三号探测器，将
首次实现我国航天器地外天体软着陆。工程实施过程
中，要闯七道“坎”，包括多窗口、窄宽度准时发射，月面
软着陆，两器分离，月地间遥操作，月面生存，测控通
信，地面试验验证等。

7道“坎” 3大目标3类任务

国防科工局新闻发言人吴志坚
26日在京宣布，肩负探月二期“落
月” 重任的我国嫦娥三号月球探测
器计划12月上旬择机发射。 目前，
嫦娥“三姑娘”及其“座驾”长征三号
乙改进型火箭正在西昌卫星发射中
心进行发射前的准备工作。

探月三步走“落”是关键

“嫦娥三号任务作为探月工程
二期主任务，是‘绕、落、回’三步走
中的关键一步。”吴志坚说，通过嫦
娥一号、二号两次任务，我国探月工

程取得了丰硕的科学成果。
我国分别于2007年、2010年成

功发射嫦娥一号、嫦娥二号卫星。
嫦娥一号任务承担一期“绕月”

使命， 获得了120米分辨率全月球
影像图、三维月球地形图等成果，并
获得了大量原始科学数据， 编制了
我国首幅月球虹湾区域的地质图和
构造纲要图， 首次获得了白天和黑
夜的全月球微波图像， 提出了月球
岩浆洋结晶年龄为39.2亿年和月球
东海盆地倾斜撞击成因的新观点。
进一步丰富了人类对月球的认知。

嫦娥二号是嫦娥三号“先导

星”，获得了7米分辨率月球三维影
像。进一步测量了月面化学元素，初
步对铀、钾、钍、镁、铝、硅、钙等元素
进行了分析， 深入研究了全月球亮
温温度分布和月壤特征， 完成了四
大科学目标。

嫦娥三号肩负三大目标

嫦娥三号是我国航天领域迄今
最复杂、 难度最大的任务之一。自
2008年国务院批复立项以来， 科研
团队经历了方案设计、初样研制、正
样研制三个阶段。吴志坚介绍，肩负

“落月”重任的嫦娥三号已完成各项研制
和试验， 运载火箭和探测器已转入西昌
卫星发射中心发射现场。 如果气象等条
件具备，将于今年12月上旬择机发射。吴
志坚表示， 嫦娥三号肩负三大工程目标
和三类科学探测任务。

嫦娥三号月球探测器由着陆器和
巡视器组成， 目前， 我国首辆月球
车———嫦娥三号巡视器全球征名活动
结束，月球车命名“玉兔号”。届时，着陆
器将“怀抱”“玉兔号”巡视器落月，然后
“玉兔号” 驶离着陆器在月面进行为期
约3个月的科学探测。 着陆器则在着陆
地点进行就位探测。

看点前瞻

嫦娥三号月球探测器发射在即，将
挑战人类月球科学探测历史上的几项“第
一次”同样值得国人期待。

中国探月工程副总指挥李本正26日
在国防科工局举行的嫦娥三号任务首场
发布会上宣布，我国首辆月球车———嫦娥
三号月球探测器的巡视器全球征名活动
结束，月球车得名“玉兔号”。

“月球车的名称，充分体现了全国人民
乃至全球华人的意愿， 富有时代性、 民族
性、群众性。”李本正说：“对征集收到的名
称， 组织了由科技专家和文化专家组成的
评委会，依次进行入围初评、网上投票和终
审评审，选出了10个入围名称。收到有效
投票344.52万余张，其中‘玉兔号’64.99万
余张，得票第一，并通过终审评审。”

李本正说， 在中华民族神话传说中，
嫦娥怀抱玉兔奔月。玉兔善良、纯洁、敏捷
的形象与月球车的构造、使命既形似又神
似，反映了我国和平利用太空的立场。

“大众的广泛参与和评论饱含着民族
文化的深厚内涵和对中国航天的丰富情
感。” 李本正说：“也有不少网友为月球车
命名‘钱学森号’，体现了公众对我国航天
事业奠基者的深切缅怀。”

权威访谈

嫦娥奔月为何“垂青”虹湾

记者：嫦娥三号降落月球后，
月球车将肩负哪些科学任务？

欧阳自远：嫦娥三号巡视器，
也就是百姓俗称的月球车在全球
征名中被命名为“玉兔号”。如果
“落月”成功，并成功驶离着陆器，
“玉兔”将在月面工作三个月。

“玉兔号”肩负承载科学载荷
进行月表形貌与地质构造、 月表
物质成分和可利用资源调查等使
命。 据探测器系统专家介绍，“玉
兔号”会慢慢移动，比人们想象的
走得慢，时速约200米。它的高性
能体现在越障能力和通过性，而
不是追求高速度。

记者： 嫦娥三号为何选择虹
湾作为着陆区？

欧阳自远： 着陆区首先通讯
得好，第二阳光要好，第三可以研
究的科学问题多， 第四相对比较
平坦， 第五其他国家还没有去勘
察过。 美国和前苏联月球探测到
的较多的地方是月球赤道附近，
高纬度地区不多。

虹湾是月球研究的空白，我们
希望了解那里的知识。比如有什么
石头， 成分是什么， 起因如何。另
外， 嫦娥二号为了保障嫦娥三号
“落”得安全，不至于掉到大的月坑
里， 已经用CCD立体相机对虹湾
进行了局域超高分辨率立体成像。

记者：嫦娥三号选择在虹湾
区着陆是否一定安全？还有什么
挑战？

欧阳自远： 尽管虹湾相对平
坦，但并非一马平川，技术上有很
多难点。

最大的难点是软着落，月球
上没有大气。 科研人员采用变
推力发动机、 自主导航控制技
术和研发缓冲吸能部件来攻克
这一难关。其次是月夜生存。月
昼月夜有330多摄氏度温差，必
须保证各载荷在寒冷的月夜下
着陆器和探测器不被冻坏 ，太
阳出来时再自动唤醒开始工
作。

●“嫦娥三号任务各个系统均有大量新技术和新
研产品，其中探测器系统80%以上技术和产品为新研。
尽管进行了大量地面模拟实验验证， 但是对月球，尤
其是着陆区的环境认识还不充分。” 探月工程副总指
挥李本正说，“针对可能出现的问题，我们做了200多个
预案。”

200预案

有效载荷名称：天文月基望远镜；位置：安装在着陆
器上；使命：进行月基光学天文观测

【专家解析】月基天文望远镜，相当于人类把“天文
台”架到了月球上。在月球观测天空，观测星星，研究星
系、恒星的活动。假如实现了，一定会有很多新的发现。

巡天·人类首次把“天文台”架到月球上

有效载荷名称：极紫外相机；位置：安装在着陆器上；使命：对地球赤道附近
等离子体层进行极紫外成像探测

【专家解析】嫦娥三号月面软着陆后，离地球38万公里，能够看到地球等离子层
的全貌。通过对地球周围的等离子体层产生的辐射进行全方位、长期的观测研究，获
取地球等离子体层三维图像，有助于了解太阳和地球的相互关系。有观点认为，地球
上一些自然灾害与地球等离子体层有关，所以相关研究具有科学意义。

观地·首次从月球“回望”地球等离子体层

有效载荷名称：测月雷达；位置：安装在巡视器上；使命：探测巡视路线上月壤厚度及其
结构，月壳岩石结构

【专家解析】嫦娥三号巡视器的“腹部”有一台测月雷达。巡视器在月面行走，测月雷达可以
测月球地底下30米深土壤层的结构和100米深的次表层结构。

测月·用雷达对月球进行两个深度上的精细探测

名字由来

近65万网民力荐
月球车得名“玉兔号”

“三姑娘”究竟“落月”何方？着陆器“落月”难度在哪？巡视器“玉兔号”在月面能跑多远？中科院院士、中国探
月工程领导小组高级顾问欧阳自远就这些大家关注的话题，接受了新华社记者采访。 】

】

探月风险多高？
全球129次，成功率仅51%�

释疑
中国航天是搞竞赛？
“从没想过，欢迎各国合作”

探月工程副总指挥李本正表示，中国进行航天活动不是为了搞竞赛，
欢迎各国进行合作。

1970年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开启了中国航天活动。“中国
的航天活动始终是按照自己的计划节点、 按照自己的技术和经

济实力一步一步往前走，从来没有想跟谁搞竞赛。”李本正说。
“2000年，《中国航天白皮书》发布，提出了后续航天发
展的规划，其中包括以探月为主的深空探测，也就是现

在探月工程‘绕、落、回’三步走。”李本正说，“这些实
现以后，我们必然要进行进一步的深空探测。”

李本正表示，月球探测是一项非常
复杂并具高风险的工程。迄今为止，全
球共进行了129次月球探测活动，成
功率仅51%。

迄今，美国进行了59次月球
探测活动，前苏联64次，中国和
日本各两次， 欧空局和印度
各1次，共129次。成功或基
本成功66次，失败63次。全
球仅有美国、前苏联完成
了13次无人月球表面
软着陆。 美国实现了
载人登月，前苏联开
展了两次月面无人
巡视探测。

■综合新华社

■制图/王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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