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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过26天的“长途
跋涉”并“养精蓄锐”之后，
1月3日上午10点26分，低
调得似乎都有些淡出公众
视野的嫦娥四号月球探测
器厚积薄发， 完成了人类
航天史上的一项壮举———
成功软着陆在月球背面的
南极-艾特肯盆地冯·卡门
撞击坑。至此，这项略显“隐
忍不发”色彩的“月球远征
计划”终于度过了最困难和
最惊险的时刻。

当日， 嫦娥四号也成
为网上热议的主题， 这个
一吨多重的探测器被网友
们亲昵地称为四姐， 四姐
的成功着陆，也让2016年
退役休眠至今的嫦娥三号
月球车“玉兔号”，再被网
友们想起。 大家纷纷在他
已经停止更新两年多的微
博下留言：“兔子醒醒，家
里人来啦！”

人类探测器首次打卡月背
嫦娥四号有哪些任务？

与六年前那次牵动亿万人神经的“嫦娥三号”月球正面软着陆任务
相比，此次成功着陆在月球背面的“嫦娥四号”既“默默无闻”，同时也要
“孤勇”许多。六年前的“嫦娥三号”探测器是在先前“嫦娥二号”探月卫
星所获取的超高分辨率图像的引导下迈出了中国人在月球上的第一
步，而如今的“嫦娥四号”则是在没有精确地形成像做参考的情况下踏
出了全人类在月球背面的第一步。

此外，由于月球独特的形貌构造，“嫦娥四号”所去往的月球背面南
极-艾特肯盆地地形状况要比月球正面复杂许多。与月球正面的“千里
平畴”相比，月球背面遍布着大量的高山、撞击坑和环形山，地势十分陡
峭，难以找到大片的平坦区域用于着陆。

“月球背面是一片难得的宁静之地，屏蔽了来自地球的无
线电信号干扰。 这次探测可以填补射电天文领域在低频观测
段的空白， 将为研究恒星起源和星云演化提供重要资料。”探
月工程嫦娥四号任务新闻发言人于国斌说。

国际研究人员希望通过这一考察， 探究能否在月球背面
的土壤中找到水冰或液态水。另据介绍，由于月球没有大气，
月面在数十亿年间积累了多种易挥发物质， 而地球上没有这
类物质，为了更好地研究月球和太阳系历史，国际研究人员希
望嫦娥四号用特殊采样手段获取这类物质。

落月后，通过“鹊桥”中继星的“牵线搭桥”，嫦娥四号探测
器进行了太阳翼和定向天线展开等多项工作， 建立了定向天
线高码速率链路，实现了月背和地面稳定通信的“小目标”。

11时40分， 嫦娥四号着陆器获取了月背影像图并传回地
面。这是人类探测器在月球背面拍摄的第一张图片。

后续，嫦娥四号探测器将通过“鹊桥”中继星的中继通信，开
展设备工作模式调整等工作，择机实施着陆器与巡视器分离。

这次着陆， 还让网友们想起了她的前
辈，嫦娥三号月球车“玉兔号”。玉兔号是我
国在月球上留下的第一个足迹，他在2013
年12月15日抵达月球。

本来预期服役三个月的他，最终却超
长服役两年多，一共在月球上工作了972天。
2016年7月31日晚，玉兔号正式向大家“道
别”，退役时的博文感动几十万网友。玉兔
号的微博签名至今仍是“月球是目的地，地
球是家乡”。

嫦娥四号1月3日上午成功着陆，在庆
祝之余， 不少网友则是冲向了已经停止更
新两年多， 玉兔号月球车的官方微博下留
言：“大兔子哎，快醒醒！家里人来啦！”还有
网友表示，“萝卜吃腻了， 四姐和二兔这回
可是带了土豆来给你改善伙食啦！”

科研贡献。嫦娥四号即将开始
月面考察，无论是对于探测月球表
面还是研究月球甚至太阳系的历
史，都有重大意义。

着陆时间。嫦娥四号早在12月
8日就出发， 仅花了4天14时16分
就完成了发射、轨道校正、近月制
动、进入工作轨道，但依然等到了
2019年1月3日才进行着陆任务，
这是因为月球被潮汐锁定，自转与
公转相同， 导致它的一天就是一
年，一半是黑夜一半是白天。换做
地球时间就是近14天交替的白天
黑夜。在进入月球轨道后，嫦娥四
号一边测试仪器，一边等待月球进
入白天，毕竟它的主要能量来源是
太阳能。另一方面，由于降落地点
处于南极附近，它需要逐渐调整轨
道倾角才能经过这里，比较耗时。

能量来源。嫦娥四号采用太阳
能电池板和充电电池组合，是很多
月球探测器的基本配备。在（月球）
白天， 月球上太阳能极其充沛，太
阳能电池板充电，剩余电能储蓄下
来，所有系统正常工作。晚上能量
不足， 只能冬眠或降低工作强度。
我国的嫦娥三号和玉兔号任务，以
及苏联、 美国诸多无人探测器，大
都采用这个方案。

国际合作。在科学方面，低射
频电探测仪是与荷兰合作，月表中
子与辐射剂量探测仪是与德国合
作， 中性原子探测仪是和瑞典合
作，月球小型光学成像探测仪是与
沙特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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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约26天的漫长飞行，
1月3日， 嫦娥四号进入距月面
15公里的落月准备轨道。

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大
厅内， 随着现场工作人员一声
令下， 嫦娥四号探测器从距离
月面15公里处开始实施动力
下降， 探测器的速度逐步从相
对月球1.7公里每秒降为零。

在6到8公里处， 探测器进
行快速姿态调整， 不断接近月
球； 在距月面100米处开始悬
停，对障碍物和坡度进行识别，
并自主避障； 选定相对平坦的
区域后，开始缓速垂直下降。最
终， 在反推发动机和着陆缓冲
机构的“保驾护航”下，一吨多
重的探测器成功着陆在月球背
面东经177.6度、南纬45.5度附
近的预选着陆区。

嫦娥四号着陆区地形起伏
达6000米，是太阳系中已知最
大的撞击坑之一， 被认为对研
究月球和太阳系早期历史具有
重要价值。

嫦娥四号
成功着陆在月球背面

为研究恒星起源和星云演化提供资料

嫦娥四号着陆月球
有哪些看点？

玉兔醒醒，家里来人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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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宁静的月球背面进
行天文观测，将为研究
恒星起源和星云演化
提供重要资料

探测地球两极的
射电爆发以至宇
宙更远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