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02 嫦娥探月 2019年1月4日 星期五
编辑/张允 图编/杨诚 美编/聂平辉

由于潮汐锁定， 月球绕地球公转与自
转的周期相同，因而地球上看到的月亮“景
色”总是一样的。

在没有太空探测器的年代， 月球背面
一直是神秘的未知世界。

直到大约60年前，苏联的月球3号探测
器传回了第一张月球背面的影像。 大约50
年前， 美国阿波罗8号的3位宇航员在环月
飞行时， 成为最先亲眼看见月球背面的人
类。

越来越多去往月球的探测器让人们发
现，原来月球背面和正面如此不同：正面相
对平坦，而背面崎岖不平、遍布坑坑洼洼的
撞击坑。

邹永廖说，无论是物质成分、形貌构造
还是岩石年龄，正面和背面都有很大差异。
比如，从成分上看，月球正面约60%都被月
海玄武岩覆盖， 而背面几乎都是高地斜长
岩。月球上有22个月海，19个分布在正面，
只有3个很小的月海在背面。

此外，月球背面的月壳比正面厚，最厚
处达150公里， 而正面月壳厚度只有约60
公里。为什么会这样？这依然是个谜。科学
家提出过很多假说， 但只有真正进行着陆
探测才有可能揭开这个谜。

科学家认为，月球背面更为古老，对研
究月球和太阳系的早期历史具有重要价
值。地球上经历了多次沧海桑田，早已将自
己的过往隐藏， 对月球的探测或许能让人
类更好地认识自己的家园。

“月球童年的经历， 地球上也发生过。
但由于地质活动， 地球早年的痕迹已被抹
去。要想了解地球久远的往事，月球或许能
给我们答案。”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
所研究员林杨挺说。

为何非要去月球背面？
这些谜团等“四姐”破解

由于自转和公转的特点，月球
永远只有一面对着地球。 此前，国
际上仅有极少数环月飞行器从太
空中看到过月球背面的样子，而由
于通信受限和技术原因，人类此前
从未真正踏上过这片秘境。嫦娥四
号在月球背面落月成功创造了人
类太空探索史上的新纪录。 此外，
月球背面比正面更为古老，对研究
月球和太阳系的早期历史具有重
要价值，嫦娥四号任务为中外科学
家提供了更多太空探索的机会。

嫦娥四号降落的月球背面，高
山和深谷叠现， 别有一番风光。中
科院月球与深空探测总体部主任
邹永廖说， 月球背面具有独特性
质，嫦娥四号登陆的是从未实地探
测过的处女地，或许能获得突破性
发现。

从上世纪50年代， 人类发射到月球的探测
器有100多次。但是月球背面着陆探测一次都没
有。

“嫦娥四号着陆的艾特肯盆地目前属于处
女地，在科学上会有很多新发现。”邹永廖说。

他说， 艾特肯盆地是整个太阳系中最大最
深的盆地，直径约2500公里，深十多公里。“我们
可以在这里获取月球深部物质的信息， 相信会
在科学上有很大的惊喜。”

“月球背面的岩石更加古老。如果我们能获
取更古老的岩石类型等物质成分信息， 对我们
了解月球的化学成分演化过程会有很大的帮
助。”邹永廖说。

他说，在太阳系46亿年历史中，在39亿年前
出现了小天体撞击高峰。 为什么这个高峰出现
在39亿年前而不是更早？目前科学家初步分析，
艾特肯盆地可能就是39亿年前小天体撞击形成
的。到那里开展精细探测，也许可以揭开这个科
学之谜。

他说， 月球车行走时， 可以获取集地形地
貌、 物质成分、 浅层结构于一体的综合地质剖
面，这个剖面一旦建立起来，在国际上是首创，
而且对揭示着陆区域地质演化历史、 演化细节
有重大贡献。

此外，嫦娥四号上中国、瑞典、德国合作的
载荷还将对月面中子与辐射剂量、 中性原子等
月表环境进行探测，研究宇宙辐射、太阳风与月
面物质相互作用的情况。

科学家说， 人类以及探测器在月球上会受
到宇宙射线、太阳风等的损伤。月表环境探测将
为人类重返月球以及月球探测器设计等提供重
要帮助。

天文学家一直希望找到一片完全宁静的
地区，监听来自宇宙深处的微弱电磁信号。在
地球上， 人们日常生产生活的电磁环境会对
这样的观测产生严重干扰。

而月球背面是一片难得的宁静之地，因
为月球自身屏蔽了来自地球的各种无线电干
扰信号。

“到月球背面开展低频射电天文观测是
天文学家梦寐以求的， 可以填补射电天文领
域上在低频观测段的空白。”邹永廖说。

这样的天文观测是研究太阳、 行星及太
阳系外天体的重要手段， 也将为研究恒星起
源和星云演化提供重要资料。

嫦娥四号着陆器、 中继星以及与中继星
一同发射的一颗环月小卫星上分别安装了中
国和荷兰科学家研制的低频射电探测器。

国家天文台研究员平劲松说， 荷方的探
测仪可探测地球两极的射电爆发， 中方的仪
器可以探测宇宙更远的目标。

科学家或将窥见大爆炸后宇宙如何摆脱
黑暗，点亮第一代恒星从而迎来“黎明时代”
的信息。

■据新华社

着陆的盆地或是
39亿年前小天体撞击形成

探索月球的“童年”
追溯地球的过往

在宁静的月球背面
观测浩瀚的宇宙

新华社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