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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月球是人类拓展和开发利用
地外空间的理想基地和前哨站，月
球探测也一直是当今世界载人航
天发展的热点和焦点。中国载人
航天探索的脚步不会只停留在近
地轨道，已具备开展载人月球探测
工程实施的条件。

“我国计划在2030年前实现载
人登陆月球开展科学探索，其后将
探索建造月球科研试验站，开展系
统、连续的月球探测和相关技术试
验验证。”不久前，在武汉举办的第
九届中国（国际）商业航天高峰论
坛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副
总设计师张海联介绍了登月的初
步方案。

据了解，我国载人登月的初步
方案是：采用两枚运载火箭分别将
月面着陆器和载人飞船送至地月
转移轨道，飞船和着陆器在环月轨
道交会对接，航天员从飞船进入月
面着陆器。其后，月面着陆器将下
降着陆于月面预定区域，航天员登
上月球开展科学考察与样品采
集。在完成既定任务后，航天员将
乘坐着陆器上升至环月轨道与飞
船交会对接，并携带样品乘坐飞船
返回地球。

纵观人类月球探测史，技术难
度大、风险挑战多、投入成本高是
其显著特点，检验着一个国家的科
研实力和综合国力。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技术
顾问、中国科学院院士叶培建此前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我国实现
载人登月需要在三个主要方面有
所突破：第一是研发出重型运载火
箭，要能够把人和登月舱送到月
球；第二是解决人来往地月的生命
保障、安全以及工作条件；第三是
进行更多的地面条件的建设，确保
各项试验都得到充分验证。

据悉，我国已全面部署开展各
项研制建设工作，科研人员正在研
制长征十号运载火箭、新一代载人
飞船、月面着陆器、登月服、载人月
球车等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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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载火箭是人类进入太空
的“天梯”，也是迈向浩瀚宇宙
的第一步。运载火箭的能力有
多强，航天的舞台就有多大。
要实现载人登月，运载火箭的
研制是关键。

长征十号运载火箭是根据
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发展规划，
为发射我国新一代载人飞船/
月面着陆器而全新研制的高可
靠、高安全的载人运载火箭，由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一院负责抓
总研制。目前，火箭各项研制
工作正在有序加快推进。

航天科技集团一院火箭专
家容易告诉记者，长征十号运
载火箭主要用于将月面着陆器
和登月飞船送入地月转移轨
道。长征十号运载火箭采用液
氢、液氧和煤油推进剂。全长
约92米，起飞重量约2187吨，
起飞推力约2678吨，地月转移
轨道运载能力不小于27吨。

“该型火箭衍生出的无助
推构型火箭可执行空间站航天
员及货物运输任务。全长约67
米，起飞重量约740吨，起飞推
力约892吨，近地轨道运载能
力不小于14吨。是实现我国
2030年前载人登陆月球和航天
强国建设的重要战略支撑，预
计2027年具备首飞条件。”容
易说。

在设计过程中，研制团队
还会在新的技术应用上继续发
力。容易介绍，在智慧火箭方
面，会在该型火箭上有实际工
程应用，进一步提高任务成功
率、保障航天员安全。为优化
空间站运营阶段的运营成本，
无助推构型火箭的一子级将按
照可重复使用进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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嫦娥六号将于2024年前后发射
自2007年发射嫦娥

一号月球探测卫星以
来，中国的探月之路书
写了人类文明发展历程
中的惊鸿之笔。2010
年发射的嫦娥二号首次
实现对小行星的飞跃
探测；2013年升空的嫦
娥三号携带着“玉兔
号”月球车，实现了落
月梦想；2018年发射的
嫦娥四号首次实现人类
月球背面软着陆……

2020年，嫦娥五号
探测器把 1731 克月球
样品带回地球，持续创
造 丰 硕 的 研 究 成 果 。
2022年9月，中国科学家
首次发现月球上的新矿物
并命名为“嫦娥石”，这也
让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
发现月球上新矿物的国家。

在载人登月之前，中国
还将全面推进探月工程四
期，包括嫦娥六号、嫦娥七号
和嫦娥八号任务。

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吴
伟仁介绍，嫦娥六号将于2024年

前后发射，实施首次月背采样返回
任务；嫦娥七号将于2026年前后发
射，开展月球南极的环境与资源详
查，争取能够在月球南极找到水；嫦
娥八号将于2028年前后发射，开展
月球资源利用试验验证，构建月球
科研站基本型。

吴伟仁说，嫦娥八号将与嫦娥
七号月面探测器组成月球科研站基
本型，包括月球轨道器、着陆器、月
球车、飞跃器以及若干科学探测仪
器。中国计划以月球为主要基地，
建立集数据中继、导航、遥感于一体
的月球互联网，对月球上的一些资
源和探测器实行有效管理。

未来，国际月球科研站或将作
为飞向更远深空的探测中转站。

值得一提的是，探月探测领域
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也将持续进行。
例如嫦娥六号任务和小行星探测任
务将提供搭载平台和载荷资源的机
会。而国际月球科研站将由中国联
合多国共同建设。今年4月，中国
国家航天局与亚太空间合作组织签
署了关于国际月球科研站合作联合
声明，双方将在国际月球科研站论
证、工程实施、运营和应用方面开展
广泛而深入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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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正快速来临
联合国不久前发布题

为《为了全人类——外层空
间治理的未来》的报告认为，

一个太空探索的新时代正快速
来临，过去10年太空探索领域的

一系列重大变化，堪称“根本性”
“革命性”，其中三大变化特别突出。

首先是发射入轨航天器数量剧
增。1957年到2012年，全球发射的卫星

数量基本保持在每年约150颗。但从2013
年开始急剧增加，当年210颗，2020年达1200

颗，2022年高达2470颗。这主要受私营部门发
射小卫星网络所驱动，与可重复使用的火箭、卫星
制造新技术以及成本大幅下降等息息相关。

其次是私营企业参与增多，发射任务数量也快
速增加。美国企业实力最雄厚，但中国创立了很多
新的商业航天企业，发展步伐不断加快，印度和日
本也出现类似情况。根据有关统计，全球航天市场
规模2022年为4240亿美元，到2030年预计增至
7370亿美元。

三是载人深空探测酝酿重启。美国阿波罗计
划结束至今，人类未再涉足深空。但新时代正快速
来临。美国航天局计划2024年开展载人绕月飞行
测试，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此前也曾宣布，打算
利用其“星舟”重型运载火箭运送多位艺术家进行
私人绕月飞行之旅。美国“阿耳忒弥斯”新登月计
划未来一二十年打算持续实施载人深空任务。中
国也公布载人登月初步方案。

外空治理体系调整少不了博弈
外空活动商业化、活动主体多元化等趋势加快，有望为利

用太空探索成果造福人类创造新的机遇，但也意味着可能加
剧一些风险。联合国报告认为，在新的重大变化面前，外

层空间治理存在的一些问题更显尖锐。
随着飞行器数量激增、太空任务更加频

繁，发生事故、产生太空碎片等风险相对增
加。太空交通管理缺乏协调、没有现成国际

机制来监测太空碎片等问题变得更加突出。当
前，有关方在太空交通管理方面采用不同的标准、定义和

语言。关于外空飞行器位置、轨道和任务意图等信息还做不到
普遍共享。不同参与方操控卫星的能力有高有低，在太空通行权
等问题上仍存分歧。

太空资源开发利用目前无现成的管用国际框架，防止太空武
装冲突的规范框架也需要加强。太空活动出现更多新的参与方，
太空中航天器大增，很多基于太空的服务具有军民两用性质，以

及相关国家军事力量对太空系统的依赖程度增加，使得太空可能
成为军事大国冲突之地的风险加剧。

联合国报告认为，太空探索新时代快速到来，对现有外层空
间治理体系形成冲击，需要从全人类利益出发，制定新的有效治
理框架，推动创新，降低风险。

报告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包括建立新的维护太空可持续性的
统一机制，以加强对在地球轨道、月球等其他天体开展的太空活
动的治理等。

关于外空治理体系变革，近年来各方讨论不少。一些专家
说，现有外空治理框架的核心内容，是在美国和苏联对抗的冷战
时期制定的，是当时关切的重大问题的反映。如今，国际格局以
及太空探索参与方等都已经大不一样。联合国报告表明，外空治
理体系已在多方面表现出滞后于客观现实。但分析人士认为，也
正是因为参与方增多等复杂因素，外空治理体系下一步调整并非
坦途，恐怕少不了激烈的博弈。

近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发布《关于征集

载人月球探测工程月面科学载荷方案的公告》指出，
我国载人月球探测工程登月阶段任务已经启动实

施，计划先期开展无人登月飞行，并在2030年前实

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
1969年7月20日，经过漫长飞行，人类首次登

上月球。50多年后，中国载人登月初步方案公布。

月球探索更可期待。

来源：新华社、人民日报海外版、视觉中国

中国载人登月初步方案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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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备研制进展如何？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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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运载火箭外，新一代载人飞船是飞向月球
的重要一棒，将在火箭之后接力护送航天员登月。

新一代载人飞船是我国全面升级版的天地往
返交通工具，它近可送航天员往返离地球近400
公里的中国空间站，远可完成38万公里外的载人
登月甚至去更远的星球探险，既能载人又能载物，
还可重复使用降低成本，将大大提高我国载人天
地往返运输能力。

2020年5月5日，长征五号B运载火箭首飞
成功，将新一代载人飞船试验船送入太空。由中
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抓总研制的新一代载人飞船
试验船在首飞任务中轨道远地点高度超过8000
公里，以接近第二宇宙速度再入返回。

航天科技集团五院飞船专家介绍，新一代载
人飞船采用模块化设计，由逃逸塔、返回舱和服务
舱组成，适应近地、深空等任务需求，主要用于将
航天员送往环月轨道并返回地球。飞船的入轨质
量大约26吨，可搭乘3名航天员。

与神舟飞船三舱结构不同，新飞船是“两居
室”：一个是返回舱，是整船的指令中心，也是航天
员生活起居的地方；另一个是服务舱，是整船能源
与动力中心。“两居室”的结构使飞船更灵活，可重
复利用的部分也更高。

据介绍，在新一代载人飞船基础上，我国还在
统筹研制近地飞船。近地飞船乘组为4到7人，
为后续开展太空旅游预留了空间。

此外，月面着陆器重约26吨，由登月舱和推
进舱组成，可将两名航天员送达月面，主要负责把
航天员从环月轨道下降着陆月面并返回环月轨
道。同时，月面着陆器也具有自主控制飞行能力。

登月舱是航天员的座舱，具备一定的动力冗
余功能来保证航天员安全。推进舱主要负责完成
着陆器到月球附近的近月制动，以及月面下降的
主减速。

月面着陆器到达月面后，航天员将乘坐载人
月球车，在月面开展工作。载人月球车重约200
公斤，可搭乘两名航天员。航天员将乘月球
车在10公里范围内开展月球采样及相应
的月面实验。除载人月球车外，我国还
计划发射一个具备大范围移动能力
的月面移动实验室，可实现长期
无人自主在月面活动，并可支
持航天员短期驻留。

太空探索或迎来新变局B

历史上，美国阿波罗计划通过土星5号运载火箭一次发射完成登月。与此不同的是，中国
载人登月将通过两次发射来完成，即采用两枚运载火箭分别将月面着陆器和载人飞船送至地
月转移轨道，飞船和着陆器在环月轨道交会对接，航天员从飞船进入月面着陆器。

玉兔二号巡视器全
景相机对嫦娥四号着陆
器的成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