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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登月器探索月球的远端
Mitch Leslie
Senior Technology Writer

直到2019年，宇航员和自动探测器才仅仅是到达过

月球的近地半球——永久面向地球的半球。2019年1月3
日，中国的“嫦娥四号”登月计划成为第一个登陆月球

远地半球的航天任务（图1），这一半球的大部分无法在

地球上被观测到[1]。美国罗德岛的布朗大学的行星地

球科学家James Head说道，“‘嫦娥四号’登月计划是一

项非常了不起的成就。”这是中国雄心勃勃的太空计划

取得的最新成功，该太空计划将于2019年晚些时候发射

航天器，以从月球表面采集样本，并计划在2020年向火

星发射探测器。

“嫦娥四号”最初是作为备用，以防其前身“嫦娥

三号”失败[2]。2013年，“嫦娥三号”登月计划成为自

前苏联1976年“月球24号”登月计划以来的首次登月

任务[2]。月球探测器的着陆器部分在覆盖着玄武岩的

巨大陨石坑的残灰上着陆后，释放了重达140 kg的“玉

兔号”。尽管“玉兔号”过早停止工作，但该任务收集

了大量数据，其中包括表明月球地壳的形成比先前认为

的更为复杂的结果[3]。
“嫦娥三号”的成功得以令中国科学家为“嫦娥四

号”选择一个新的登陆地。他们选择了月球的远地半球，

而远地半球因与近地半球有巨大不同成为了研究人员长

期以来一直想探索的领域。远地半球有较厚的地壳、更

多的火山口和很少的给近地半球留下疤痕的古代熔岩流

（或称其为marias）[4]。远地半球还包括南极-艾特肯盆

地，其直径长达2500 km，深13 km，这使其成为月球上

最大的撞击坑。

Head表示，研究这些地质特征能帮助研究人员解

释关于月球和早期太阳系的基本问题。例如，他们可能

会深入了解月球的历史、月球两面截然不同的原因以及

撞击早期太阳系的碎片轰炸的持续时间[5]。然而，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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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在月球远地半球着陆的“嫦娥四号”着陆器（a）和“玉兔二号”
巡视器（b），分别由“玉兔二号”巡视器和“嫦娥四号”着陆器拍摄。
图片来源：中国国家航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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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为止，还未从月球的远地半球收到任何科学调查。

Head还介绍道，地球上未被探索的地区被称为未知领

域，而月球的远地半球是“月球未知区”。

加拿大西部大学的行星科学家Phil Stooke表示，轨

道探测器已经飞到了月球的远地半球，但是“确实需要

在表面上进行详细的工作”，如分析单个岩石的成分。

Head表示，由于技术上的挑战，之前的航天任务还没有

到达过月球的远地半球。同时，由于月球阻碍了信号传

输，“嫦娥四号”与地球通信是一大困难。为了与“嫦

娥四号”保持联系，中国于2018年5月发射了“鹊桥”

中继卫星，该卫星绕月球轨道运行约65 000 km，这个

位置使其能够将信号从地球中继到“嫦娥四号”，反之

亦然[4]。Stooke还表示，“以前从来没有人这样做过。”

“嫦娥四号”降落在南极-艾特肯盆地的冯·卡门火

山口。Head说，“这是探索月球的远地半球最让人激动

的地方。”“嫦娥四号”包括一个月球着陆器和一个月球

车——“玉兔二号”，它携带了一系列的仪器和科学实

验。例如，通过它的低频无线电光谱仪，着陆器可以探

测到来自太阳发射的无线电波。“玉兔二号”在着陆后

不久就开始探测陨石坑，利用其可见光和近红外光谱仪

分析地陨石坑表面的组成，并用探月雷达探测地下结

构。南极-艾特肯盆地的形成可能迫使月球的一些地幔

（即地壳下面的一层）浮出水面。“嫦娥四号”可以测定

这种物质的矿物质含量，为月球内部成分提供线索[6]。
该任务的研究人员在2019年早些时候发布了首次着

陆报告[7,8]。他们对“玉兔二号”收集到的关于可见光

和近红外光谱仪数据的分析表明，火山口含有橄榄石和

低钙辉石，这些矿物质可能来自地幔[8]。Stooke说，科

学家们迫不及待地等待着这项任务的进一步结果的公

布。与此同时，中国太空计划已经在推进更多任务——

计划于2019年晚些时候发射的“嫦娥五号”将落在月球

的近地半球，并将样品带回地球。如果“嫦娥五号”能

够实现目标，“嫦娥六号”将在2020年升空，它将试图

从月球南极周围地区（也可能是从月球的远地半球）带

回材料。中国国家航天局的官员于2019年早些时候在北

京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嫦娥七号”和“嫦娥八号”

将继续对月球进行勘测，并进行实验，为建设国际月球

基地铺平道路。此外，中国的太空探索将很快超越月球，

2020年计划发射一颗探测器，该探测器将在火星轨道上

运行并着陆[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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