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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唯一一个仍在运行的月球车——

兔年这只“兔司机”不再孤单
元宵佳节，明月高悬。作为距离地球最近的天体，月球是人类

开启“星际时代”的第一站。从绕月探测器、无人月球车到载人登
月，人类对月球的探索不曾止步。

中国推进探月工程
规划嫦娥系列任务

在布满大大小小撞击坑的月球表
面，月壤上两道浅浅的车辙向远方延
伸——这是我国“玉兔二号”月球车近
期传回的月面图像。“玉兔二号”搭乘
的嫦娥四号是人类首个在月球背面实
现软着陆的探测器，“玉兔二号”也是
迄今月球上唯一一个仍在运行的月球
车，它已工作超过4年，累计行驶近
1500米，对外发布各级科学数据超过
940.1GB。
月球车是可在月球表面移动的探

测车。上世纪70年代，苏联和美国曾
相继派遣月球车登陆月球。世界上首
辆无人月球车是苏联发射的月球车1
号，于1970年11月在月球雨海地区
着陆，并一直在该区域工作约10个
月。苏联又在1973年1月将无人驾
驶的月球车2号送上月球静海地区，
工作约4个月后损坏。这个时期发射
的另外3辆月球车分别是美国“阿波
罗”15号、16号和17号飞船搭载的载
人月球车，它们在上世纪70年代初作
为交通工具，供宇航员在月表考察研
究时使用，目前都已失去行动能力。
这之后仅有两辆月球车成功登陆

月球，它们都来自中国，分别是2013
年登陆的“玉兔号”和2019年登陆的
“玉兔二号”。如今，在裸露的岩石和
环形山的侧影之间，只有“玉兔二号”
踽踽独行，历经数十个月昼工作期，默
默探索着月球背面的秘密。
今年，中国将全面推进探月工程

四期，规划包括嫦娥六号、嫦娥七号和
嫦娥八号任务。“我们希望嫦娥六号从
月球背面采集更多样品，争取实现
2000克的目标。嫦娥七号准备在月
球南极着陆，主要任务是开展飞跃探
测，然后是争取能找到水。嫦娥八号
准备在2028年前后实施发射，嫦娥七
号和嫦娥八号将会组成月球南极科研
站的基本型，有月球轨道器、着陆器、
月球车、飞跃器以及若干科学探测仪
器。一方面是找水，还有一方面就是
探测月球南极到底是一种什么状态，
以及它的地形地貌，它的环境还有什
么物质成分等。”中国工程院院士、中
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吴伟仁说。

“玉兔”将不再孤单
多国布局探月任务

“玉兔”今年或将不再孤单，另一
只“白兔”将前来月球相伴。日本企业
“i太空公司”的月球表面探测项目“白
兔-R”1号任务的着陆器计划4月在
月表的阿特拉斯陨石坑软着陆。该着
陆器载有阿联酋穆罕默德·本·拉希德
航天中心的月面探测车“拉希德”和日
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的可变形月

面机器人等。
去年年底进入绕月飞行轨道的韩

国首个月球轨道探测器“赏月”号，最
近向公众展示了它近距离看到的月
球。“赏月”号近期发回的照片中，远景
地球与近景月球表面同框，就像在月
球上欣赏“地出”一般。“赏月”号将在
月球上空100公里高的轨道执行为期
1年多的探测任务。

美国航天局的小型卫星“月球手
电筒”今年也将进入绕月轨道，利用红
外激光脉冲从月球南极永久阴影区的
陨石坑内寻找水冰。此外，美国航天
局新一代月球车“挥发物调查极地探
索车”（VIPER）的研发正在紧锣密鼓
地进行中。该月球车与高尔夫球车大
小相当，计划2024年在月球南极着
陆，在那里执行为期100个地球日的
探索月球水冰资源任务。VIPER是

美国重返月球的“阿耳忒弥斯”计划重
要组成，后者旨在最早于2025年将美
国宇航员再次送上月球。
自确认月球存在水冰以来，其含

量能否支撑人类在那里进行长时间
探索活动一直是未知数，VIPER将回
答“水冰在哪里”及“有多少可用”等
问题。为执行该任务，VIPER将携带
多种科学仪器，包括钻头以及可检测
水中氢原子的光谱仪等。
还有多个国家今年将推进月球

探索任务。印度“月船3号”探测任
务几经推迟后暂定今年发射，再度尝
试将着陆器和月球车送往月球南
极。俄罗斯也计划今年把“月球25
号”探测器送到月球南极勘察水冰资
源并验证软着陆技术。它们承载着
人类的智慧与好奇，共同为揭示月球
的秘密而努力着。 据新华社电

C/2022 E3 彗星是今年的
第一颗明亮彗星。从 1 月起，
它开始逐渐靠近地球，并于 2
月 2 日掠过近地点，近日我国
天文爱好者对它进行了观测和
拍摄。
来自北京的天文爱好者王

俊峰介绍，今年春节期间，他在
辽宁东戴河利用专业设备对
C/2022 E3 彗星进行了观测和
拍摄。“我采用多张拍摄叠加降
噪的方法，凸显了这颗非常漂
亮的‘蓝色精灵’。在拍摄的时
候还有一颗流星划过，与彗星
同框。通过放大，我看到彗星
的头部是非常迷人的绿色和蓝
色，还带有一点淡淡的紫色，非
常可爱。”
C/2022 E3 彗星来自距离

太阳5万至10万天文单位的奥
尔特云，2022 年 3 月由兹威基
瞬态研究设施（Zwicky Tran-
sient Facility）首次观测发现，
因此也被称为 ZTF 彗星。这
是一颗长周期彗星，大约每 5
万年绕太阳一圈。
“由于距离地球比较近，

C/2022 E3 彗星在天空中移动
速度很快，亮度迅速上升，由最
初的17等逐渐增加到2月初的
5到 6等之间。对于我国北方
地区来说，该彗星位于北天极
附近的鹿豹座，整夜不落，最佳
观测时间为 1月底至 2月初的
后半夜到天亮前。”中国天文学
会会员、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
修立鹏说。
天津市天文爱好者杨婧来

到天津市宝坻区黄庄镇小辛码
头村对C/2022 E3彗星进行了
观测。“因为近期一直在关注该
彗星预报的位置、亮度和时间
等数据，所以寻找起来相对迅
速。我们先用双筒望远镜对准
北极星附近巡天找到彗星，然
后用单反相机镜头锁定彗星位
置，再用长焦拍下彗星的特
写。”杨婧说。
拍摄间隙，杨婧还用双筒

望远镜和小型天文望远镜进行
了目视观测。“肉眼看到的彗星
和拍摄到的画面有着不同的体
验，那是一个有着极淡的蓝绿
颜色的小光团，在周围恒星的
映衬下非常特别。”杨婧说。

据新华社电

本市天文爱好者拍到

天津市天文爱好者杨婧，

1月30日在天津市宝坻区黄庄镇

小辛码头村拍摄到的C/2022E3

彗星。

新华社发（本人供图）

着陆器地形地貌相机拍摄的“玉兔二号”在A点影像图。新华社资料图片

天津全程德邦物流
有限公司 厂房占用防火间距

3 景明大厦

序号 火灾隐患单位名称 责任区 详细地址 存在的主要隐患

1

2

4

5

合茂园 咸水沽
天津市津南区尚德路
与津沽路交叉口西
340米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存在多处故障点

时光里步行街 咸水沽 天津市津南区二八线
与南环路交口 私家车占用消防通道

咸水沽 天津市津南区津沽大
街与建国大街交口

消控室不能保证双人值班，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存
在多处故障点，疏散指示标识损坏

咸水沽 天津市津南区咸水沽
海河科技园聚兴道8号

金地格林 双港镇
天津市津南区五大街
与香港街交叉口东
200米

私家车占用消防通道，电动车上楼

津南区2月份火灾隐患单位曝光

新报记者常健通讯员杨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