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日祥介绍，嫦娥五号的
采样区经过大量研究与论证，
有可能对月球演化的动力学过
程有突破性认识。随着研究的
逐步深入，相信对我国科研人
才培养以及后续月球与深空探
测都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此次获得通过的 31 份月
球样品申请，其研究方向主要
涉及月球表面过程、火山活动
年龄、月球演化过程等方面的
科学研究。“通过对嫦娥五号采
集月球样品的研究，将对月球
与行星演化、行星宜居性等方
面产生新的认识。”朱日祥说。

关于月球样品的处理进
展，李春来介绍，目前铲取样
品的处理工作基本完成，包括
铲取样的粉末和岩屑颗粒的
处理、描述、信息采集、光片制
作、基础分析等样品库信息，
可以发布更多的样品。

而另一种采样方式——
钻取样样品的处理正在进行
中。“钻取样的数量较多，样品
量都很小，很多样品少于 1
克。样品的处理、描述、信息
采集的工作量很大，样品制备
和基础分析也需要更为精细
和仔细。目前样品的处理、制
备和基础分析工作仍在进行
中。”李春来说。

据介绍，后续还将根据地
面应用系统的样品处理进展，
陆续发布新的科研样品。初
步计划下一次月球科研样品
借用申请评审安排在9月，希
望有更多科研机构加入月球
样品研究中来。裴照宇说：

“希望科学家们能够发挥各自
的科技优势资源，利用我国现
有最先进技术和设备，开展深
入研究，取得尽可能多的创新
性成果，通过成果共享，不断
推动科学研究的良性发展。”

据《人民日报》

怎样确定位置
进行观测？

天和核心舱在距地
球约 400 千米的高空快
速飞行，90 分钟左右就
可以绕地球一圈，理论上
它在天空中能被看到的
机会很多，但多数时候是
看不到的。

王俊峰解释说，在
400 千米左右的距离，肉
眼能看到的天和核心舱
就是一个小亮点，白天几
乎完全看不到，只有在

“凌日”的时候才能用专
业的设备观测和拍摄到；
在晚上合适的时机可以
在指定的地方观测到，比
较好的时段是太阳落山
后和日出前的1到3个小
时，天和核心舱会在夜空
中反射太阳光，像一颗慢
慢移动的“星星”。

怎样才能看到天和核
心舱？“它在飞行时，可以
通过相应的网站查看其实
时位置。拿微信小程序

‘天文通’来说，只需要点
击首页快捷入口‘中国空
间站过境’，就可以找到
天和核心舱实时位置，进
而获悉它在哪个地区的
上空飞行。”王俊峰说。

如何拍摄天和
“过境照”？
如何在夜晚拍摄天

和核心舱的“过境照”？
在王俊峰看来，不需要专
业的设备，一台或多台手
机就可以轻松搞定。需
要注意的是，由于是夜间
拍摄环境，光线很弱，需
要用较长的曝光时间来
拍摄，同时要使用三脚架
固定手机。以国产某品
牌手机为例，需要切换到

“专业”模式，然后调整参
数，因为天和核心舱过境
时间较长，为最大可能地

保证过境照片的连续性，
曝光时间越长越好。

“建议选择广角镜
头，视野较大，曝光时间
可以更长；因为城市晚间
夜空较亮，ISO（感光度）
不宜太高，50-320 比较
合适；快门速度 20 秒或
以上；对焦选择无穷远。”
王俊峰说，设置完成后，
就可以按动快门拍摄了。

“在天和核心舱过境
过程中，拍完一张后要立
即按动快门拍摄第二张
（可以用蓝牙耳机或耳机
线来控制），中间最好不
要有间隔时间，整个过程
拍完后，会得到几张屏幕
中有明显白线的照片。
把含有‘白线’的照片通
过软件合成到一张即可，
这样就能得到一张完整
的天和核心舱过境照片
了。”王俊峰说。

至于视频拍摄，其实
也并不复杂。只需要打
开手机上的录像模式，同
时点开屏幕上方的“月
亮”图标，即“超级夜景”
模式，等天和核心舱出现
时录制即可。

有人可能会问，晚上
那么黑，能否录制到？“不
用担心，当天和核心舱到
达合适角度时，它会很
亮，再加上‘超级夜景’模
式的加持，很轻松就能录
制到天和核心舱过境场
面。”王俊峰说。

天文科普专业人士
表示，在未来的几个月，
感兴趣公众可使用“天文
通”等微信小程序或专业
APP 查看自己所在地天
和核心舱过境的时间、方
位角和亮度等信息，试着
观测和拍摄这颗中国造
的“夜空中最亮的星”。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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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观月壤一克 遥测星河万年

7月12日，嫦娥五号任务第一批月球科研样品发放仪式举行。来自13家科研机构的31份申请获得通过，共发放
17.4764克样品。科研人员将在月球表面过程、火山活动年龄、月球演化过程等方面开展研究，有望对月球与行星演
化、行星宜居性等方面产生新的认识。

当天上午，在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举行的月球科研样品发放仪式上，中国科学院、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中山大学
等13家科研机构一共获得约17.4764克月球科研样品。这标志着月球样品的科学研究正式启动。

发放仪式上，国家航天局探月与航天工程中心主任刘继忠向使用责任人发放月球样品使用证书。刘继忠说：“每一
粒样品都弥足珍贵，要尽最大努力保护样品，最大限度减少研究中的样品损耗。”

据介绍，嫦娥五号共取回了1731克月球样品。自去年12月17日嫦娥五号返回器返回地球至今，月球样品专家委
员会和地面应用系统开展了大量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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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月球样品，人
们习惯称之为月壤。几
十年前，中科院院士欧
阳自远曾利用 0.5 克月
壤做研究。去年嫦娥五
号带回了 1731 克月壤，
如何利用好这些珍贵的
月球样品？

国家航天局探月与
航天工程中心副主任、
月球样品管理办公室主
任裴照宇介绍，在月球
样品正式移交地面应用
系统后，地面应用系统
对月球样品开展了容器
解封、样品处理、存储、
制备、基础分析、描述及
建库等工作。与此同
时，国家航天局发布了

《月球样品管理办法》，
规范月球样品的保存、
管理和使用，以发挥其
科研价值与社会效益。
按照管理办法，聘任9名
专家组成第一届月球样
品专家委员会。

月球科研样品长什
么样，如何进行样品处
理等工作？“月壤颗粒非
常细，也容易带电，极易
吸附在接触样品的处理
工具上，因此我们在处
理样品的过程中尽量减
少直接接触样品的工具
类型，并且对接触过样
品的工具进行样品回收
处理。”探月工程三期副
总设计师、地面应用系
统总师李春来介绍，以
光片样处理为例，在光
片的制备过程中，需要
将月壤颗粒磨出一个平
面来进行微区分析，因
此磨抛过程中不可避免
地会造成光片上颗粒样
品极微量的磨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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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3日，第一批月球样品信
息在中国探月与深空探测网上线
发布，并开始受理借用申请。裴照
宇介绍，首批一共发布了44个科研
样品，共56.8812克，其中光片样23
个共 768.3 毫克、岩屑样 19 个共
1112.9 毫克、粉末样 2 个共 55 克。
粉末样可由多个申请人共同借用，
光片样和岩屑样是排他的。

“截至5月31日申请受理截止
日，共收到来自教育部、工信部、自
然资源部、中科院、核工业集团、航
天科技集团等方面的23家科研机
构提出的85份申请。”裴照宇说，6
月11日，探月与航天工程中心在北
京组织召开了第一次月球科研样品
借用申请评审会，根据现场答辩、集
中评审等，共有来自13所科研机构
的31份申请获得通过，共计17.4764
克月球样品，其中光片样6个157.6
毫克，岩屑样 13 个 868.8 毫克。据
了解，本次评审通过的样品申请数
占全部申请的36.5%，样品重量占全
部发布样品重量的37.8%。

月球样品专家委员会主任、中科
院院士朱日祥介绍，在评审过程中，
首先要评估申请人拟研究的科学问
题，是否具有重要科学意义，是否能
推进人类对月球、地球、太阳系的认识。
其次，专家组要评估申请人的研究方
案是否可行，申请样品量是否合理，
是否具备相关研究能力，所属单位是
否具备月球样品保存与测试条件
等。另外，在会议表决时，需要2/3以
上的参会专家同意，申请才能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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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中国空间站天和核心舱频繁过境引发公众
关注。那么，怎么知道在天空中移动的小亮点就是天
和核心舱？怎样才能看到它？拿什么器材才能拍到
它？手机可以吗？针对这些疑问，资深天文摄影爱好
者王俊峰结合自己的拍摄实践为大家解疑释惑。

图为月球车效果图。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的月球样品
001号。 新华社发

北京市天文爱好者王俊峰2021年7月4
日在房山拍摄的天和核心舱过境轨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