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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球科研站助力推动我国空间科学发展

王　赤

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北京１００１９０

月球一直以来是人类太空探索的首选目标.美

国阿波罗计划的探测成果极大丰富了人类对月球的

认识,构建了月球形成与演化理论的基本框架.此

后,月球探测进入寂静期.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起,美国陆

续发射各种环月探测器.我国在这一时期也开启了月

球探测论证,确立了“绕、落、回”三步走的基本路线.
此后,月球探测进入寂静期.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起,

美国陆续发射各种环月探测器.我国在这一时期也

开启了月球探测论证,确立了“绕、落、回”三步走的基

本路线.２００４年嫦娥工程正式立项,２００７年发射了

第一颗绕月探测卫星“嫦娥一号”,取得我国首幅月球

地质图和月球构造纲要图.“嫦娥二号”获取了７m
分辨率的月表三维影像数据和多种元素月面分布数

据.“嫦娥三号”首次实现月面软着陆并开展巡视勘

察,获得着陆区月壤厚度及化学和矿物组成、地质结

构特征等.“嫦娥四号”实现了人类航天器首次月球

背面软着陆,揭示了月球背面月壤和浅层结构、深部

物质组成及空间环境特征.２０２０年１１月“嫦娥五号”
发射,成功采集１７３１克月壤样品返回地球,标志着我

国月球探测“绕、落、回”任务圆满完成.通过对返回

样品的分析,发现月球岩浆活动持续到距今约２０亿

年,并揭示嫦娥五号玄武岩月幔源区贫水和放射性生

热元素及月壤太空风化特征等研究成果.探月工程

突破了多个核心关键技术,取得了系列科学原创成果,
极大推动了我国月球和深空探测活动的快速发展.

当前正处在重返月球的新阶段,２０１９年美国宇

航局(NASA)正式启动了阿尔忒弥斯(Artemis)计
划,明确了无人月球探测、载人月球探索、开发利用

月球和初期载人火星探索的发展路线图.月球探测

从单一的科学研究向科学与应用转变.我们不仅要

思考月球科学的突破口及如何实现? 也要考虑月球

未来最关键的应用是什么,及需要哪些关键技术来

王赤　中国科学院国 家 空 间 科 学 中 心 主

任,中国科学院院士.１９９８年获得美国麻

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２０００年至今任中国

科学院国家 空 间 科 学 中 心 研 究 员.长 期

从 事 空 间 物 理 和 空 间 天 气 研 究,在

Nature、Science 等 国 际 学 术 期 刊 上 发 表

论文２００余篇.现担任空间科学战略性先

导专项(二期)负责人、嫦娥４号工程副总

设计师、中欧联合空间科学任务“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

景成像卫星”(SMILE)中方首席科学家.

支撑? 同时,我国还提出“国际月球科研站计划”,将
联合多个国家在月球建设一个可长期、稳定的,开展

多学科、多目标科研活动的平台.
为了进一步研讨月球的关键科学问题,凝练基

于月球科研站这一新平台的月球科学和应用目标,
提前部署预先研究,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

支持下,由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地质与地

球物理研究所,以及国家航天局探月与航天工程中

心联合召开了“月球科研站的关键科学问题”的双清

论坛.论坛主要围绕“月球考古、巡天探秘、日地联

系、生命保障、资源利用”几大主题梳理了国际月球

科研站的总体科学目标,重点就“月球科研站的构

建”“月球的内动力演化”“月球的外动力演化”和“月
基观测与实验研究”等四个方面进行了研讨.«中国

科学基金»组织了１０篇专题论文,系统介绍了本次

双清论坛的共识和成果,为国际月球科研站的深化

论证、规划和建设起到重要参考作用,进一步推动我

国月球和行星科学的发展.
月球探测是我们开启宇宙探索的起点,远非终

点.新一轮以建设月球基地为主要目标的探测任

务,将继续带我们去探索月球乃至更远的深空,也必

将会对空间科学、空间技术和空间应用的全面发展

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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