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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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月工程嫦娥六号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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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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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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计划，回收后的嫦娥六号返回器
在完成必要的地面处理工作后，将空运

至北京开舱，取出样品容器及搭载物。
国家航天局将择机举行交接仪式，正式
向地面应用系统移交月球样品，后续开
展样品储存、分析和研究相关工作。

“成功返回是嫦娥六号旅行的终点，
也是我们开展相关研究的起点。”嫦娥六
号任务总设计师胡浩说，未来还将按计
划开展国际合作，进行联合研究，相关成
果也将择机发布。 据新华社

这是注定载入人类探月史册的重要
时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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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嫦娥四号实现人类首次月背软着
陆，到嫦娥六号实现人类首次月背采样
返回；从圆满完成“绕、落、回”三步走目
标，到探月工程四期任务全面推进，中国
深空探索的脚步迈向更远，愈发坚实。

前无古人的航天壮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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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敢为人先的宇宙接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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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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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背采样在世界上没有先例可循，
面临很多新情况新问题。而嫦娥六号采
用嫦娥五号成熟技术，硬件产品技术状
态已经确定，约束条件非常苛刻。

为了适应新的任务要求，研制人员
开展了大量适配和优化设计，攻克了月
球逆行轨道设计与控制、月背智能采样
和月背起飞上升等多项关键技术，成就
了这场精彩绝伦的宇宙接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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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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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嫦娥六号任务圆满收官，月背土壤
科学研究即将开启。一份争分夺秒的时
间表，更新了中国探月的任务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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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

2024年6月4日在北京航天飞行控
制中心屏幕上拍摄的嫦娥六号取样回放
画面。 新华社发

月背“挖土”“广寒”探秘嫦娥六号
任务纪实

带着月背珍宝
嫦娥六号回家

实现世界首次月球背面采样返回

草原新绿迎嫦娥
一场夏雨过后，新绿点缀着阿木

古郎草原。25日一早，地面搜索回收
分队就已集结待命，随时准备出发执
行任务。午后，随着声声指令传来，马
达隆隆作响，地面搜索回收分队立即
出发。蓝天白云之下，车队列队有序、
井井有条，犹如一条快速行进的钢铁
长龙。

车队平稳前行，大家都期盼尽快
看到嫦娥六号返回器的身影。“快看！
就在那边！”车上有人惊喜地喊道。只
见远处，嫦娥六号返回器静静地立在
地上。一些工作人员正有序开展工
作，附近停着几架空中搜索回收分队
的直升机。

夏季的午后，草原天气往往多变。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卞韩城说，为此，有
关部门组织开展了有针对性的演练活
动。同时，为提高搜索效率，此次回收
任务在四子王旗着陆场瞄准点周围，部
署了由小型光学设备组成的测量阵，还
在天空部署了长航时固定翼无人机。

在着陆区外围，边境管理部门的
民辅警们一大早就上岗到位。早在回
收任务之前一个多月，他们就开始入
户走访、发放传单，向大家宣讲安全事
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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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
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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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处理工作接近尾声，工作人员
给嫦娥六号返回器穿上了“迷彩服”。
随后，吊车将返回器吊装到车上运走。

人群离开，车队返程，机队升空。
蓝天白云之下的阿木古郎草原，很快恢
复了宁静。这片草原，过去有着“神舟
家园”的美誉。现在，随着嫦娥五号返
回器、嫦娥六号返回器先后在这里着
陆，“嫦娥故乡”成了这片草原响亮的新
名号。人们期待着有更多的嫦娥返回
器，在这里平安回家。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