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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球是地球惟一的天然卫星，是离地球最近的天体。自古以来，她寄托着人类的美好愿望和浪漫遐

想，见证着人类发展的艰难步伐，引出了许多神话传说与科学假说。月球也一直是人类密切关注和经常

观测的天体，月球运动和月相的变化不仅对人类的生产活动发挥了重大作用，还对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

和文明进步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月球探测是人类走出地球摇篮，迈向浩瀚宇宙的第一步，也是人类探测太阳系的历史开端。迄今为

止，人类已经发射了 110 多个月球探测器，成功的和失败的各占一半。美国实现了 6 次载人登月，人类

获得了 382 千克的月球样品。 
 当前，探索月球，开发月球资源，建立月球基地，已成为世界航天活动的必然趋势和竞争热点。我

国在发展人造地球卫星和实施载人航天工程之后，适时开展了以月球探测为主的深空探测，这是我国科

学技术发展和航天活动的必然结果，也是我国航天事业持续发展、有所作为、有所创新的重大举措。月

球探测将成为我国空间科学和空间技术发展的第三个里程碑。 
中国的月球探测，首先经历了 35 年的跟踪研究与积累。通过系统调研苏、美两国月球探测的进展，

综合分析深空探测的技术进步与月球和行星科学的研究成果，适时总结与展望深空探测的发展趋势。在

此基础上，又经历了长达 10 年的科学目标与工程实现的综合论证，提出我国月球探测的发展战略与远景

规划，系统论证首次绕月探测的科学目标、工程目标和工程立项实施方案。2004 年初，中央批准月球探

测一期工程——绕月探测工程立项实施。继而，月球探测二、三期工程列入《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

展规划纲要（2006-2020 年）》的重大专项开展论证和组织实施。中国的月球探测计划已正式命名为“嫦娥

工程”，它经历了 2004 年的启动年、2005 年的攻坚年和 2006 年的决战年，攻克了各项关键技术，建立了

运载、卫星、测控、发射场和地面应用五大系统，进入了集成、联调、试运行和正样交付出厂，整个工

程按照高标准、高质量和高效率的要求，为 2007 年决胜年的首发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月球探索太空的第一落点 
 

人类自诞生以来，一直用迷惘的双眼审视那变幻莫测、广袤无垠的星空。在充满着美妙神话和斑斓

遐想的同时，人们憧憬着一个共同的愿望：飞出地球、驰骋宇宙、漫游星际、寻觅新天地。 
月球，作为迄今为止人类登上的惟一地外天体，既是人们最早关注、最为熟悉的天体，也是目前人

类探测与研究程度最高的地外天体，而它也必将成为人类走向深空的中转站、科学研究的天然实验室、

天文观测的新平台和开发利用太空资源的新基地。 
中国的“嫦娥一号”月球探测卫星 10 月 24 日在西昌卫星发射基地顺利升空，在世界“重返月球”的进程

中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奏响了我国航天事业深空探测的新篇章。 
当代“嫦娥”，昨天华夏子民的梦想，今天中国人的追求，明天中华民族的骄傲。 

 
一期工程：绕月飞行 
 
      “嫦娥一号”探月卫星于 2007 年 10 月 24 日由长征三号甲运载火箭携带，从西昌航天发射中心发射升

空。星箭分离后卫星进入地球轨道，绕地球运转 3 圈，做加速运动。在此期间，根据飞行状况实施 2-3
次轨道修正，以保证正确进入月球轨道。卫星进入绕月轨道后，仍将围绕月球极地轨道转 3 圈，稍微调

整才进入预定工作轨道。 
“嫦娥一号”选用的有效载荷包括 CCD 立体相机、激光高度计、成像光谱仪、伽玛/X 射线谱仪、微波



探测仪和空间环境探测仪等。探测数据将同步由卫星传送回地面用于科学研究。 
月球探测一期工程的实现，将突破地月飞行轨道设计与制导控制、远距离测控通信、热控等关键技

术，并将获取大量月球的科学探测成果。 
 

二期工程：软着陆及自动巡视勘察（2012 年实施） 
 

探测设备将由新型运载火箭直接运送到地月转移轨道。探测器将携带巡视探测器着陆。着陆后首先

展开太阳能电池板和天线，随后利用 CCD 相机获取月面影像。随后，着陆器释放巡视探测器。 
巡视探测器携带的测月雷达将在巡视的过程中首次探测月壳岩石结构，并用机械臂对月岩进行显微

研究。 
当着陆区的月面进入黑夜，气温下降到零下 180℃，持续时间长达约 14 个地球日，着陆器和巡视器

将进入休眠状态，关闭并收起所有展开的设备。当太阳重新升起，光照、温度条件满足工作仪器工作环

境时，着陆器和巡视器将被地面唤醒，转入正常工作模式。 
探月二期工程将突破地外天体的着陆技术，进行日-地-月空间环境监测与月基天文观测。 

 
三期工程：月球样品自动采样返回（2017 年实施） 
 

带有着陆器和返回器组成的探测器在月面着陆。着陆后利用机械臂进行采样，返回器携带样品在月

面起飞，进行适当的轨道修正后，发动机再次点火进入返回轨道，在地球附近返回舱与返回器分离。返

回舱进入地球大气层，经过降落伞减速后，安全携带月球样本着陆。 
月球探测工程是在应用卫星和载人航天技术取得成功后，中国航天事业发展的又一个里程碑。它将

使中国的航天技术水平再次得到很大的提升，并填补中国在行星探测方面的空白。而月球探测工程所带

动的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等其他高新技术的发展，又将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促进和推

动作用。 
 

“嫦娥工程”标识 

 

中国书法的笔触勾勒出一弯明月，月儿怀

抱一对清晰的脚印，象征着中国探月的终

极梦想。起笔处自然形成的龙头，象征中

国航天事业宛如巨龙腾飞；收笔处一群自

由飞翔的和平鸽，表达了中国和平利用太

空的美好愿望。 

 

星月计划 各领风骚 
 
深空探测是航天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进入太空时代后开拓知识与认识宇宙的最前沿。 
21 世纪，从认识宇宙本质、测绘宇宙结构、监测宇宙变化、进而开发利用宇宙资源这一目的出发，

各空间大国已经打响了以月球、火星探测为主旋律的深空探测新一轮竞争。 
 

美国“新太空计划”：探月领跑 
 

1995 年，美国推出了面向 21 世纪的月球探测长远计划——“新太空计划”，主要内容包括：用机器人

对月球进行探测；重新载人登月，在月球上建立适于居住的前哨站，安装科学仪器、月球取氧装置等；

建成第一个具有生命保障系统的受控生态环境的月球基地，在月球基地进行月面建筑、运输、采矿、材



料加工和各项科学研究。 
“新太空计划”将分四个阶段实施—— 
第一阶段：2004 年年底前重新发射航天飞机，并完成在国际空间站的任务。 
第二阶段：2010 年前停止使用原先的航天飞机，研制名为“乘员探索飞行器”的新一代飞船。2008 年

前首次试验这种新型飞船，2014 年前首次发射。2008 年前将无人驾驶的探测器送上月球。 
第三阶段：2015 年至 2020 年间，美国宇航员重返月球，并在那里建立月球基地。 
第四阶段：2030 年后，将宇航员送上火星。 
 

欧空局“智慧 1 号”：撞月先锋 
 

早在 1994 年，欧洲空间局就提出了重返月球、建立月球基地的详细计划。1994 年 5 月，欧洲空间局

成立了月球研究指导小组，提出了今后应加强月球探测与研究的三个主要方面或领域—— 
一、月球科学研究领域。主要包括发射月球极地卫星，获取和研究高分辨率的月面地貌、化学和地

质图像；设立月面站和机器人系统，测量月岩化学成分和矿物成分；采集月球样品，用于地面研究；设

立月球前哨基地。 
二、以月球为基地的科学观测。在月球表面建立紫外、红外和亚毫米干涉仪，改善角分辨率和灵敏

度，安装甚低频段天线，进行全方位的天文观测和监测地球的地质、构造及环境。 
三、建立生命科学研究基地。探索月球表面生存环境的形成，开展低重力、无磁场条件下人的生理

变化等航天医学工程研究。 
为实现这些目标，欧空局初步提出并制定了分阶段的月球探测计划及设想。 
“欧洲月球 2000”计划  包括一个月球环绕卫星（MORO）和一个月球着陆探测器（LEDA）。这一计划

原定在 21 世纪初发射，后因各方面原因被推迟。 
“智慧 1 号”月球探测计划  “智慧 1 号”（SMART-1）是欧空局第一个月球探测器，其主要目的是试验

利用太阳能电推进技术，同时也试验探测器和仪器的其他新技术，收集月球地质、地貌、矿物和近月空

间环境等科学数据。“智慧 1 号”已于 2003 年 9 月 27 日发射，并取得计划中的成果。从 2005 年 8 月初开

始，“智慧 1 号”进入科学探测寿命的延续期。2006 年 9 月 3 日，“智慧 1 号”按计划主动撞击月球，结束

使命。 
“曙光计划”  继 2004 年 1 月 14 日美国宣布新太空计划之后，欧空局于 2004 年 2 月提出了“曙光计划”。

尽管该计划是以火星探测为主线，但月球探测活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该计划中与月球探测相关的主

要部署为： 
2020 年前，进行一系列不载人的月球探测，包括月球轨道探测、月面软着陆和月球车勘测。 
2020 年至 2035 年载人登月，建立月球基地。 
2035 年以后，实现载人火星探测。 
“曙光计划”与美国的新太空计划有异曲同工之处，即都是以月球探测为技术演练，在建立月球基地、

开发月球资源基础上，以月球基地为空间跳板平台，实施载人登火星。 
 

日本“月之女神”：亚洲争先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日本在空间探测器的发射和遥感器的研制方面都实现了质的飞跃，成为国际空

间技术的后起之秀。1990 年 1 月，日本发射了“飞天号”月球探测器，它发回了有关轨道、光学导航和星

载容错计算机的数据，与慕尼黑技术大学的一项联合实验检测了宇宙尘。1992 年 2 月，“飞天号”释放了

重 12 千克的月球轨道器“羽衣号”，它一直工作到 1993 年 11 月后坠落在月球表面。这一切标志着日本已

经成为新兴的空间大国，并成为美、苏之后的第三个“月球国家”。 
日本近期主要的月球探测计划有： 
1、“月球 A 号”计划 
“月球 A 号”是日本第一个真正的月球轨道飞行器，它由一个轨道器和 2 个穿透器组成，主要任务是

进行月球成像、监测月震、测量月球表面的热性能与热流量、研究月核与月球内部结构。 



在多次从月旁飞越之后，“月球 A 号”先进入近月点 40 千米的椭圆轨道，一个多月后，从近月点附近

向月球分别投放 2 个穿透器。穿透器重约 13 千克，撞月面速度约 285 米/秒，它可以穿透到距月球表面

1-3 米深的地方。穿透器布署完成后，“月球 A 号”机动上升到 200 千米高的圆形成像轨道，每隔 15 天从

穿透器上飞过一次，此时，存储在穿透器存储器中的数据信息将被传送至“月球 A 号”。 
遗憾的是，“月球 A 号”计划因技术问题先是从原计划 2000 年发射延迟为拟于 2004 年发射；最后又

因研制的设备都已老化不能确保可靠运行，于 2007 年宣布停止执行该计划。 
2、“月神号”计划 
该计划的英文名 SELENE（月之女神），是 SELenological and Engineering Explore（月球工程探测器）

的缩略词，是日本 30 年内建立月球基地工程的第一部分，主要任务包括为判断月球上是否曾经存在岩浆

海洋寻找确切证据、分析月球的磁场状态、为月球上是否存在水寻找答案等。 
“月神号”原计划于 2004 年发射，后多次推迟，最后于 2007 年 9 月 14 日在日本种子岛宇宙中心发射

并顺利升空，踏上探月征途，夺得亚洲先机。 
3、日本宇航局中长期规划 
“月亮女神”进入绕月轨道是日本的“一大步”，而“一大步”的后续还有一个雄心勃勃的月球计划。在日

本宇航局中长期发展规划中，月球探测是其深空探测活动的第一、也是最重要的选择。除了开发出世界

上可靠性最高和竞争力最强的火箭和人造卫星，并为日本独立地开展载人活动和利用月球作准备之外，

还将利用尖端技术开展月球探测活动；约在 20 年后，通过国际合作将在月球上建立可供更多人活动的基

地。 
 

俄罗斯“全月球探测计划”：全面撒网 
 

苏联曾是无人月球探测的先锋，但随着载人月球探测的失败以及苏联解体，这种探测活动已搁置多

年，加上经济等因素，俄罗斯官方一直没有正式的独立月球探测计划。 
2004 年，俄罗斯科学家提出了一个“全月球探测计划”。这一计划虽迄今未得到俄罗斯官方的正式确

认，但的确引起了俄罗斯各方以及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最近，俄罗斯空间局在一次国际合作中提出了

一项长达 30 年的月球探测计划，实际上就沿用了“全月球探测计划”的很多内容。（见下图） 

 

俄罗斯“全月球探测计划”：
图中 PL-1 和 PL-2 代表 2 个

穿透器，HSP 代表月震网络

高速穿透器，PS 代表月球基

地 

 
这项持续 30 年的探测计划已进入初步设计阶段。它将在月球表面不同地区同时部署 13 个探测器，

其中将有 2 个穿透器射向“阿波罗 11 号”和“阿波罗 12 号”飞船的着陆地点，在 37 年前美国宇航员载人探

测和仪器探测的基础上，获取亚表面数据。另有 10 个高度穿透器撒布在月球表面，构成一个月震网络，

用于收集有关月球起源的证据。穿透器的母舱将向月球南极月坑释放一个软着陆器，搜寻水冰的证据，

为美国将于 2008 年在同一地区实施的撞击探测器任务补充数据。 
这项月球任务是俄罗斯将于 2012 年开始实施的航天规划的一部分。通过这项月球飞行任务，俄罗斯

最终将与美国、一些欧洲国家、中国、印度和日本一起，加入到新的月球探索中去。 
 

印度“月船 1 号”计划：正式启动 
 

近年来，印度已经成为迅速崛起的空间国家，在月球探测方面也已制定极具雄心的计划。 
在经历了是否要开展月球探测活动的长期争论之后，1999 年 10 月，印度空间研究组织主席卡斯图里

朗安在印度科学院组织了一次专门研讨会，讨论月球探测的科学目标和探测仪器需求。2000 年 2 月，印

度太空航行学会组织专家讨论月球探测的可行性。随后，印度空间研究组织启动月球探测工程的预先研



究。月球探测的预研报告很快得到印度内阁的认可，印度的月球计划正式启动。 
印度的月球探测器命名为“月船 1 号”，计划于 2008 年上半年发射，卫星设计寿命为 2 年。“月船 1

号”立项启动后，印度还推出了后续的探月计划，包括进行载人登月和带回月壤标本。 
 

“嫦娥工程”三步曲 

 
绕 “嫦娥一号”由“长三甲”火箭发射升空   

 
星箭分离   

 
卫星搭载的 CCD 立体相机、激光高度计、微波探测仪等科学仪器 

 
落 探测器由新型运载火箭送到地月转移轨道后着陆月球   



 
着陆器释放所携带的巡视探测器 

 
巡视探测器将首次探测月壳岩石结构，并用机械臂对月岩进行显微研究 

 
回 返回器携带样品在月面起飞 

 
在地球附近返回舱与返回器分离   

 
经降落伞减速，返回舱安全着陆 

 
来源：http://whb.news365.com.cn/kjwz/default.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