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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日17时27分，海南文昌。长
征五号遥八运载火箭托举嫦娥六号探
测器向月球飞驰而去。

6月25日14时7分，嫦娥六号携
带月球背面样品成功返回地球，历时
53天、38万公里的太空往返之旅，创
造中国航天新的世界纪录。

探测器稳稳落月的“轻盈”身姿，于
月背竖起的五星红旗，“挖土”后在月面
留下的“中”字……这场持续53天的“追
月大片”，一幕幕场景令人记忆犹新。
——架起地月新“鹊桥”。月背不

仅是我们从地球上观测不到的“秘
境”，更有着“不在服务区”的烦恼。

今年3月率先发射的鹊桥二号中
继星，在上一代鹊桥号中继星的基础
上实现了全面升级，不仅提高了通信
覆盖能力，还具有很强的灵活性和任
务扩展能力，为嫦娥六号和探月工程
四期等后续任务提供功能更广、性能

更强的中继通信服务。
——实现月背“精彩一落”。6月2

日6时23分，嫦娥六号着陆器和上升
器组合体，稳稳落在月背表面。

完成落月只有一次机会。主减
速、接近、悬停避障、缓速下降……15
分钟内，一系列高难度动作，蕴含通
信、选址、轨道设计、发动机协同、视觉
避障等科研智慧和经验。
——“挖宝”主打“快稳准”。6月2

日至3日，嫦娥六号顺利完成采样，将
珍贵的月背样品封装存放在上升器携
带的贮存装置中，完成“打包装箱”。

经受住月背温差大和月壤石块含
量高等考验，通过钻具钻取和机械臂
表取两种方式采集月球样品；快速智
能采样技术将月面采样工作效率提高
30%左右。
——月背起飞“三步走”。6月4

日7时38分，嫦娥六号上升器携带月

球样品自月背点火起飞，先后经历垂直
上升、姿态调整和轨道射入三个阶段，成
功进入预定环月轨道。

月背起飞相比月面起飞，工程实施
难度更大，在鹊桥二号中继星辅助下，嫦
娥六号上升器借助自身携带的特殊敏感
器实现自主定位、定姿。
——月背珍宝搭上“回家专车”。6

月6日14时48分，嫦娥六号上升器成功
与轨道器和返回器组合体完成月球轨道
交会对接。

上升器和轨道器同时在轨高速运
动，轨道器必须抓住时机，捕获并紧紧抱
住上升器，完成对接。应用抱爪式对接
结构，仅用21秒完成“抓牢”“抱紧”动作，
从而实现月背珍宝的“精准交接”。
“嫦娥六号开展了我国当前最为复

杂的飞行控制工作，将为后续更多月球
探测、深空探测任务打下技术基础。”嫦
娥六号任务总设计师胡浩说。

嫦娥六号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实现月球背面采样返回

25 日 14 时 7分，嫦娥六号返回器
准确着陆于内蒙古四子王旗预定区
域，工作正常，探月工程嫦娥六号任务
取得圆满成功，实现世界首次月球背
面采样返回。

25日13时41分许，嫦娥六号经历了
回家路上惊心动魄的时刻——返回器在
距地面高度约120公里处，以接近第二宇

宙速度（约11.2千米/秒）高速在大约大
西洋上空第一次进入地球大气层，实施
初次气动减速。

当下降至预定高度后，返回器在大
约印度洋上空向上跳出大气层，到达最
高点后开始滑行下降。之后，返回器再
次进入大气层，实施二次气动减速。

在降至距地面约10公里高度时，

返回器打开降落伞，完成最后减速并保
持姿态稳定，随后准确在预定区域平稳
着陆。

从5月3日成功发射到6月2日精准
着陆在月球背面“挖宝”，再到6月25日
顺利着陆“回家”，嫦娥六号每一个“动
作”环环相扣、顺利进行，这场长达53天
的太空探索终获成功！

历时53天、38万公里的太空往返之旅

重温“追月大片”精彩片段

千百年来，我们望月抒怀，看到的
只是月亮的正面。始终背对我们的那
一面，神秘而古老。

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人类已经开展
100多次月球探测、10次月球正面采样返
回，但对月球起源和演化过程，仍存在许多
疑问。鲜有涉足的月背，也许藏着新知。

与较为平坦开阔的月球正面不同，
月背布满沟壑、峡谷和悬崖。嫦娥六号
的着陆区月球背面南极-艾特肯盆地，
被公认为月球上最大、最古老、最深的
盆地。从这里采集年代更久远的月球
样品并加以研究，将帮助我们更好地认
识这颗星球。

回望过去，更能看出嫦娥六号承先

启后的里程碑意义——
2019年1月，嫦娥四号突破月背着

陆这一世界难题；2020年12月，嫦娥五
号从月球正面北半球成功采回迄今“最
年轻”的月壤。

探月工程历时17年的“绕、落、回”
三步走规划如期完成，中国人有了到月
球背面南半球开展人类首次月背采样
的底气与信心。

2021年9月，探月工程四期启动实
施，任务主要目标是建设国际月球科研
站基本型。

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才能见到前
人没有见过的风景。

美国布朗大学学者詹姆斯·黑德

说，如果没有从月背带回的样本，科学
家们就无法彻底了解月球作为一个完
整天体的情况，“嫦娥六号带回的样本
将使相关问题取得重大进展”。

太空是人类的共同财富，航天事业
是全人类的共同事业。此次，嫦娥六号
搭载欧空局、法国、意大利、巴基斯坦的4
个国际载荷，同步开展月球探测和研究。

国家航天局局长张克俭表示，中
国航天将坚持在平等互利、和平利用、
包容发展的基础上，继续敞开胸怀、打
开大门，不断拓宽国际合作渠道，组织
实施好后续重大工程任务。

本组稿件综合新华社电

本版图片均为新华社发

一场前无古人的航天壮举

6月25日14时7分，嫦娥六号返回

器携带来自月背的月球样品安全着陆在

内蒙古四子王旗预定区域。

嫦娥六号返回器25日准确着陆
于内蒙古四子王旗预定区域。外交
部发言人毛宁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
回答有关提问时表示，中方愿继续与
志同道合的国际伙伴携手，探索外空
这一人类的共同疆域，为和平利用外
空这一全人类共同事业继续奋斗。

毛宁表示，今年是中国实施探月
工程20周年，从嫦娥一号到嫦娥六
号，中国探月工程一步一个脚印，开
启人类月球探测新篇章。

毛宁说，中方愿继续与志同道合
的国际伙伴携手，探索外空这一人类
的共同疆域，实现揽月九天这一各国
人民的共同梦想，为和平利用外空这
一全人类共同事业继续奋斗。

愿与国际伙伴携手

探索外空共同疆域

嫦娥六号任务圆满成功后，工作人

员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合影。

2026年前后

发射嫦娥七号，开展月球南

极环境与资源勘察

2028年前后

发射嫦娥八号，开展月球资

源原位利用技术验证

2030年前

实现中国人登陆月球

2035年前

建成国际月球科研站基本型

……

“从‘嫦娥一号’飞向月球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飞向月

球的大门一经打开，深空探测的脚步就不会停止。”

——探月工程首任总设计师孙家栋

■新华社记者

“嫦娥六号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实现月球背面采
样返回，是我国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取得的又一
标志性成果。”6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
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致电祝贺探月工程嫦娥六号任务
取得圆满成功。
“你们作出的突出贡献，祖国和人民将永远

铭记！”
当现场宣读习近平总书记的贺电时，北京航天

飞行控制中心大厅内掌声雷动，许多人眼含热泪。
国家航天局探月与航天工程中心主任关锋难抑

激动心情：“探月工程凝结着几代航天人的智慧和心
血，嫦娥六号任务取得胜利，充分体现了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下，新型举国体制的独特
优势。”

20年来，参与探月工程研制建设的全体同志弘
扬探月精神，勇攀科技高峰，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
成就，走出一条高质量、高效益的月球探测之路。
“‘长征’火箭以全胜成绩六送‘嫦娥’飞天，依托

的是我们国家的综合实力，汇聚的是中国人民的整
体力量。”凝视着前方的大屏幕，主持我国月球探测
运载火箭选型论证的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高级顾问、
中国工程院院士龙乐豪感慨万千。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电激发广大科技工作者勇攀
高峰、探索未知的斗志。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亲自指挥、亲自部署，探月

工程始终聚焦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实现了战略高技
术领域的新跨越。”内蒙古四子王旗阿木古朗草原
上，刚刚迎回返回器着陆的嫦娥六号任务总设计师
胡浩说，我们要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乘势而上，精心
开展月球样品科学研究，接续实施好深空探测等航
天重大工程。

中国电科网络通信研究院承研的深空测控设备
参与了所有的嫦娥系列任务以及火星探测任务。该
院深空测控系统总师宋亮表示，将牢记总书记的嘱
托，不断提高深空测控设备性能，在后续嫦娥七号、
嫦娥八号、天问二号等任务中，持续发挥测控通信领
域主力军作用。
“以创新为荣、以创新图强。”参与嫦娥六号探测

器研制工作的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专家张高表示，要
继续大力培育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完善自主创新体
系，助力太空探索的脚步迈得更大、迈向更远。

太空探索是人类和平利用太空、更好造福各国
人民的重要手段。嫦娥六号搭载欧空局、法国、意大
利、巴基斯坦的国际载荷，同步开展一批月球研究。

国家航天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
的贺电为我国航天事业国际合作指明了方向。中国
探月工程将始终秉持“平等互利、和平利用、合作共
赢”的原则，继续面向国际社会开放，提供合作机遇，
让航天探索和航天科技成果为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
未来贡献力量。

嫦娥六号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恰逢全国科技大
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隆重举行。就在前一天，习近平
总书记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

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贺电和重要讲话，深空探测实验室青年科研人
员敖显泽说，中国的航天事业正处在蓬勃发展的重要阶段，我们要按照总书记
的指引，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坚持“四个面向”的战略导向，加快实
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为探索宇宙奥秘、增进人类福祉再立新功。
“我的专业是规划航天器在太空中的前进方向与行动轨迹。”习近平总书记

的嘱托让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宇航学院学生林瑞进一步坚定投身航天事业的决
心，“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战略目标，在逐梦太空的新征程上接续奋斗！”

新华社北京6月2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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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嫦娥”归乡 抱宝怀珍

这是嫦娥四号着陆器彩色全

景图。

2024年3月20日，探月工程四期

鹊桥二号中继星成功发射升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