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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月工程三期总设计师胡浩：

“嫦娥”飞天不仅是带回月壤
未来还将探索深空

“探月工程实现了6战6捷，其中有5次，都是从四川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起飞。在绵阳的很多院所，也在探月工
程里面作出了很重要的贡献。”9月8日下午，在第九届中国（绵阳）科技城国际科技博览会创新发展论坛上，我
国探月工程三期总设计师胡浩带来题为《九天揽月 发展空天科技》的主题报告。通过讲述，他分享了中国探
月工程背后的故事，将大家的目光引向太空。

谈探月工程
“三步走”任务

如期完成且一次成功

“我经常会被问到，为什么要干探月工
程，它有什么好处，能给我们的老百姓带来
什么样的福祉？”发言时，胡浩首先抛出了
大众对探月工程的疑问。

胡浩介绍说，探月工程始于2004年1
月，前期论证还要早一些。“那个时候，我们
国家各种各样的卫星和载人航天都取得了
非常辉煌的成绩。后续，航天向什么方向
发展，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来提升航天技术
水平，这就是我们当时遇到的问题。”

在此情况下，专家们将目光投向深
空领域。2003年，探月工程总体思路提
出后，得到了国务院正式批准。当时，科
技部也正在组织论证2020年前要完成的
重大科技目标任务。2006年，科技部正
式发布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载人
航天、探月工程被列入重大专项标志性
工程。

胡浩说：“论证的时候就提出，探月工
程要在2020年前，通过绕、落、回‘三步走’，
来实现对深空探测任务的尝试和基本经验
积累。第一步是走出地球到月球去，绕月
飞行；第二步是要在月球上活动，并且开展
巡视勘测；第三步是能够从月球采样返回，
目标是2020年底以前完成任务。”

2020年底，嫦娥五号携带1731克月壤
返回地球，如期完成了任务。胡浩在接受
媒体采访时表示，探月工程规划实施17年，
分为“三步走”，而且一次成功。这正是
1731克月壤背后的含义。“通过‘三步走’，
完成了对地外天体比较完备的勘察探索任
务。”

谈技术突破
完善航天科研基础设施

建成深空探测网

探月工程的“三步走”，不仅完成了既
定任务，还突破了一系列的深空探测技
术。由此，也奠定了我国在深空探测领域
的重要地位。胡浩表示，今年我国实现火
星探测，就是技术突破后带来的相应结果。

胡浩表示，探测月球，应用的手段越多
越好，信息越丰富越好。由此，有力地拉动
了科学探测载荷技术的发展。而这些技术
发展，又带来了一些新的技术突破。这里
面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就是暗物质粒子探
测卫星“悟空”和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
号”，它们在科学探测上都起了很重要的作
用。

“目前，长征五号运载火箭是我国能力
最强的运载火箭，但当初却没有立项的缘
由。有些专家包括机关的同志在问，立项
长征五号干什么用，这么大的运载能力谁
用得上？”胡浩说，“当时我们就以探月工程
三期月球采样返回为目标进行了说明。因
为，没有这个运载量，就到不了月球，就采

不回来样本，所以它是必需品。因此，长征
五号运载火箭被列入了正式研制行列。”

胡浩介绍说，因为长征五号运载火箭
的需求，又拉动了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的
建设。通过探月工程的实施，有力牵引了
一系列大型航天科研基础设施的发展和进
步。

通过探月工程，我国已建立起比较完
备的深空测控网。从国土东端的佳木斯，
到西边的喀什，再到南美洲的阿根廷，这个

“大三角”布局构建完成后，无论探测器飞
到哪儿，在地球上都能保证有一个观测站
能观测到，这是我国后续开展深空探测的
重要基础。

“同时，我们引进了天文测量网，作为
深空探测网的有益补充。这使得天文测量
和航天测控形成了有益补充，可以说在国
际上也是开了先河，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谈人才培养
带动学科交叉发展
培育出多领域专家

胡浩说，事实上，通过探月工程带动，
使得很多学科的交叉发展得以实现。同
时，一大批搞科学的专家进入了工厂，甚至
很多学校的学科都因为探月工程的需求得
到了提升和发展。

“通过月球探测，我们获取了大量有用
的数据。数据就是财富，提升了我们对月
球的科学认识。”胡浩说，特别是嫦娥五号
采回样品后，有关方面专门成立了科学研
究委员会进行审查，许多机构都非常积极
踊跃争取研究月球样品。目前，已经出了
很多新的成果，将来将陆续发布。

令胡浩感到欣喜的是，在探月工程17
年的实施过程中，既出了成果，也出了人
才。如今，已培育出一大批工程领域、科学
领域、应用领域的专家。

在支持经济社会发展方面，探月工程
也有贡献。“探月工程涉及的领域很宽。我
举个例子，我国的高端医用红外光谱仪，

80%以上都依赖进口。通过探月工程，我
们可以在原有光谱仪的基础上，来开发属
于我们自己的高端光谱仪。不久的将来，
大家一定会看到我们在各个领域都会有一
些新的斩获。”

谈下步打算
后续任务明确
向更深空去探索

“我们现在的规划，明确了探月工程的
后续任务。”胡浩透露，月球作为地球唯一
的天然卫星，它有很多独特之处，值得我们
去进一步探索。特别是在应用上，有很多
工作可以做，会给我们很多领域带来一些
突破性的认识。”

胡浩介绍说，嫦娥六号现在正在规
划。另外，嫦娥七号、八号已经纳入了项目
规划，正在抓紧论证。围绕月球的后续探
测，虽然担子很重，但前景光明。“三步走”
只是完成了一个阶段的任务，后续的工作
更具挑战性，也更有创新性。

在胡浩看来，月球上有很多独特的资
源，这将为我国后续的发展提供很重要的
支撑。同时，我国向更深空去探索，月球将
是一个非常有利的供给站和垫脚石。

据胡浩介绍，我国还在和俄罗斯开展
制定月球科研站的整体规划合作。“这也不
是说就只和俄罗斯进行合作，我们希望国
际上有能力有兴趣开展深空探测的国家和
领域内专家，都能够参加进来，和我们共同
来探索宇宙的奥秘。”

在探月工程实施中，胡浩更加深刻地
体会到，合作新型举国体制带来的巨大优
势。在谈到推动实施好探月后续任务时，
他表示，要继续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
加大自主创新工作力度，统筹谋划，再接再
厉，推动中国航天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
间应用创新发展，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为增
进人类福祉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王攀 雷远东摄影报道

科博会创新发展论坛上，探月工程三期总设计师胡浩作主题报告。

谈探月工程

探月工程规划实施17
年，分为“三步走”，而
且一次成功。这正是
1731克月壤背后的
含义。“通过‘三步走’，
完成了对地外天体比
较完备的勘察探索任
务。”

谈后续探索

胡浩介绍说，嫦娥六
号现在正在规划。另
外，嫦娥七号、八号已
经纳入了项目规划，
现正在抓紧论证。围
绕月球的后续探测，
虽然担子很重，但前
景光明。“三步走”只
是完成了一个阶段的
任务，后续的工作更
具挑战性，也更有创
新性。

谈技术突破

胡浩表示，探测月球，
应用的手段越多越
好，信息越丰富越
好。由此，有力地拉
动了科学探测载荷技
术的发展。而这些技
术发展，又带来了一
些新的技术突破。这
里面最具代表性的例
子，就是暗物质粒子
探测卫星“悟空”和量
子科学实验卫星“墨
子号”，它们在科学探
测上都起了很重要的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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