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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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25日，习近平总书记
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致电祝贺探月
工程嫦娥六号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你们作出的突出贡献，祖国和人民将永远
铭记！”

当现场宣读习近平总书记的贺电时，北京
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大厅内掌声雷动，许多人眼
含热泪。

国家航天局探月与航天工程中心主任关锋
难抑激动心情：“探月工程凝结着几代航天人的
智慧和心血，嫦娥六号任务取得胜利，充分体现
了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下，新
型举国体制的独特优势。”

20 年来，参与探月工程研制建设的全体同
志弘扬探月精神，勇攀科技高峰，取得了举世瞩
目的重大成就，走出一条高质量、高效益的月球
探测之路。

“‘长征’火箭以全胜成绩六送‘嫦娥’飞天，
依托的是我们国家的综合实力，汇聚的是中国
人民的整体力量。”凝视着前方的大屏幕，主持
我国月球探测运载火箭选型论证的长征系列运
载火箭高级顾问、中国工程院院士龙乐豪感慨
万千。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电激发广大科技工作者
勇攀高峰、探索未知的斗志。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亲自指挥、亲自部署，
探月工程始终聚焦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实现了
战略高技术领域的新跨越。”内蒙古四子王旗阿

木古朗草原上，刚刚迎回返回器着陆的嫦娥六
号任务总设计师胡浩说，我们要按照总书记的
要求，乘势而上，精心开展月球样品科学研究，
接续实施好深空探测等航天重大工程。

中国电科网络通信研究院承研的深空测
控设备参与了所有的嫦娥系列任务以及火星
探测任务。该院深空测控系统总师宋亮表示，
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 ，不 断 提 高 深 空 测 控 设
备性能，在后续嫦娥七号、嫦娥八号、天问二
号 等 任 务 中 ，持 续 发 挥 测 控 通 信 领域主力军
作用。

“以创新为荣、以创新图强。”参与嫦娥六号
探测器研制工作的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专家张高
表示，要继续大力培育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完善
自主创新体系，助力太空探索的脚步迈得更大、

迈向更远。
太空探索是人类和平利用太空、更好造福

各国人民的重要手段。嫦娥六号搭载欧空局、
法国、意大利、巴基斯坦的国际载荷，同步开展
一批月球研究。

国 家 航 天 局 有 关 负 责 同 志 表 示 ，习 近 平
总书记的贺电为我国航天事业国际合作指明了
方向。中国探月工程将始终秉持“平等互利、
和平利用、合作共赢”的原则，继续面向国际社
会开放，提供合作机遇，让航天探索和航天科
技成果为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贡献力量。

嫦娥六号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恰逢全国科
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
会隆重举行。就在前一天，习近平总书记为国
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

讲话。
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贺电和重要讲

话，深空探测实验室青年科研人员敖显泽说，中
国的航天事业正处在蓬勃发展的重要阶段，我
们要按照总书记的指引，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
创新道路，坚持“四个面向”的战略导向，加快实
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为探索宇宙奥秘、增进
人类福祉再立新功。

“我的专业是规划航天器在太空中的前进
方向与行动轨迹。”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让北京
航空航天大学宇航学院学生林瑞进一步坚定
投身航天事业的决心，“锚定 2035 年建成科技
强国的战略目标，在逐梦太空的新征程上接续
奋斗！”

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北京 6月 25日电）

向 着 航 天 强 国 目 标 勇 毅 前 行
——习近平总书记致电祝贺探月工程嫦娥六号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激发

广大科技工作者的昂扬斗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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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 个 月 前 ，盛 文 杰 和 同 事 们 从 酒 泉
卫星发射中心来到这里，抬头望天、观云
测雨。

“春夏之交，阿木古郎草原天气瞬息万
变，大风、雷暴、沙尘、阵雨等时有发生，气
候异常复杂。”盛文杰说，在这里，只需要十
几分钟，天上如薄纱般的云层便可摇身一
变为深厚的积雨云；几分钟内，风速就能增
加数倍。

为迎接嫦娥六号平安归来，他们早在
去年 7 月就在这里部署了气象数据库，汇
总整理了近 10 年 700 多万条气象数据，以
把握着陆场附近的气象规律。

天气不错，空中分队指挥机机长刘鹏
飞驾驶直升机起飞时，心情也不错。作为
嫦娥六号返回器搜索回收任务的主要力量
之一，空中分队共有 5 架直升机参与任务，
将以 1600平方公里面积布阵，达到东西兼
顾、南北并行。

“北京，雄鹰报告。”
“我是北京，雄鹰请讲。”
“空中分队已起飞，正在前往待命空

域。报告完毕。”
“北京明白。”
500 多公里外的北京航天城内，北京

航天飞行控制中心温旭峰应答。
从温旭峰的视角看向指控大厅大屏

幕，嫦娥六号已接近我国国境，即将第一次
再入大气层。

“各号注意，返回器转初次再入飞行。”
13 时 44 分左右，嫦 娥 六 号 返 回 器 高

速 进 入 我 国 境 内 ，立 即 被 西 安 卫 星 测 控
中 心 和 田 活 动 测 控 分 队 操 作 手 刘 岗 风
捕获。

作为嫦娥六号返回器入境测控的第一
站，连日来，刘岗风和同事们面对点位变
化、风沙天气等带来的不利影响，有条不紊

完成装备展开、指标测试、通信建立等工
作，快速建立任务状态，为嫦娥六号送去地
球家人的“第一声问候”。

经过近 200 秒的连续跟踪，他们顺利
完成了嫦娥六号返回器第一次再入大气层
后关键弧段的测控工作。

（二）

沿用嫦娥五号“打水漂”式的返回方
式，嫦娥六号返回器依旧采用半弹道跳跃
式再入返回——第一次高速进入大气层，
调整姿态借助大气层提供的升力跃出，第
二次进入大气层时，速度、热量逐渐降低，
直至返回地面。这意味着，嫦娥六号返回
器需要经历两次黑障区，这也是她必须面
对的难关。

“嫦娥”归途继续向东，酒泉卫星发射
中心敦煌测控区接过测控接力棒。这里距
四子王旗上千公里，是嫦娥六号返回器第
二次再入大气层测量的重要节点。

“与神舟载人飞船返回相比，这次任务
的目标较小、速度较快。”敦煌测控区李长
松说，为确保嫦娥六号穿越黑障过程中光
学捕获准确、跟踪稳定、图像清晰，他和同
事对捕获跟踪、变倍调焦等不断进行强化
训练。

“发现目标，跟踪正常！”
13时 49分左右，嫦娥六号返回器第二

次进入黑障区，李长松准确捕捉到返回器
的实时高清图像，并通过车载通信设备第
一时间传回北京。

同一时间，内蒙古四子王旗锡拉木伦
庙附近，“回收二号”雷达测控分队所有设
备也投入紧张工作。主操作手王玉祥屏气
凝神，握紧了手中的操纵杆。

“我们必须在返回器二次出黑障后的
十几秒内，对其进行捕获。”王玉祥说。

为备战嫦娥六号返回器搜索回收任
务，“回收二号”雷达测控分队提前两个月
进驻这里。4 月 14 日，完成捕获强化训练
的王玉祥收到爱人产子的消息，大家开玩
笑说这个孩子应该叫“六号”。

“‘回收四号’发现目标。”
“‘回收二号’发现目标。”
“‘回收二号’双捕完成。”
正如古人对神女的描述：体迅飞凫，

飘忽若神。嫦娥六号返回器离地面越来
越近。

此刻，布控在落点附近的“回收五号”
已经能够捕获返回器低空高清影像。在外

围遥控这套设备的落点景象测
量分队廖航说：“与传统光学测
控设备不同，‘回收五号’的优势是
低空、高清、安全。这是我们首次参加
嫦娥探月工程。”

13时 57分，主伞打开。面积约 50

平方米的降落伞减缓了嫦娥六号返回
器的速度。

日光灼灼，红白相间的伞面好似
广袖长舒，天外归来的“嫦娥”衣袂翩然，
悠悠而落。

（三）

此 刻 的 搜 救 直 升 机 上 ，年 轻 的 光 学
吊 舱 操 作 手 徐 雁 鹏 谨 慎 操 作 吊 舱 遥
感 。 当 发 现 返 回 器 隐 约 出 现 在 屏 幕 上
时 ，他 第 一 时 间 锁 定 目 标 ，并 及 时 向 指
挥员报告返回器具体位置和落地后的基
本情况。

“在嫦娥六号任务中，我们新配备了定
向平板、前舱引导系统等设备，并开通了 3

种图像源，使目标搜索更加得心应手。”徐
雁鹏说。

空中分队领航员李德军从指挥机前方
望去，蓝色天幕下，隐约可见一个红色小
点。执行过多次载人飞船搜救回收任务的
他，凭借丰富经验迅速在脑海中判断实际
落点位置、建构航线、计算间隔……

轰鸣声中，5 架“雄鹰”向落点收拢而
去。几乎同时，早早抵达待命点的地面分
队一组组长陈国栋也下令出发。头车驾驶
员聂世超一脚踩下油门，带领车队以最优
路线向预报落点快速行进。

地面分队来 到 着 陆 场 后 ，12 天 内 跑
了 近 4 万 公 里 、拉网式勘查着陆区路况，
将地形、地貌以及路面障碍物一一探明，
还组织了 10 余次雨天、暗夜和复杂地形驾
驶训练。

所有力量、所有目光都指向这一刻——
14 时 07 分，巨响传来、烟尘漫卷，历

经 了 53 天 地 月 旅 行 的 嫦 娥 六 号 返 回 器
平安着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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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 天前，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托举着
中法天文卫星冲向云霄；未来，国家航天
局面向国际社会开放嫦娥八号国际合作机
遇……中国正在同各国一道，推动航天技

术更好造福世界人民。
“ 东 风 、华 山 、江

阴 、长 城 …… ”北 京 航
天 飞 行 控 制 中 心 再 一
次 点 名 ，温 旭 峰 饱 含
深 情 和 希 望 地 说 ，

“ 各 号 再 见 。”
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内蒙古
四子王旗 6月 2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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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嫦 娥嫦 娥 ””归 来归 来
——嫦娥六号返回全景实录

这是注定载入人类探月史册的这是注定载入人类探月史册的重要时点重要时点！！

66 月月 2525 日日 1414 时时 77 分分 ，，嫦 娥 六 号 携 带 月 球 背 面 样 品 成 功 返 回 地 球嫦 娥 六 号 携 带 月 球 背 面 样 品 成 功 返 回 地 球 ，，历 时历 时 5353

天天、、3838 万公里的太空往返之旅万公里的太空往返之旅，，创造中国航天新的世界纪录创造中国航天新的世界纪录。。

习近平习近平总书记在贺电中强调总书记在贺电中强调：“：“嫦娥六号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实现月球背面采嫦娥六号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实现月球背面采

样返回样返回，，是我国建设航天强国是我国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取得的又一标志性成果科技强国取得的又一标志性成果。”。”

从 嫦 娥 四 号 实 现 人 类 首 次 月 背 软 着 陆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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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到 嫦 娥 六 号 实 现 人 类 首 次 月 背 采

样返回样返回；；从圆满完成从圆满完成““绕绕、、落落、、回回””三步走目标三步走目标，，到探月工程四期任务全面推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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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深空探索的脚步迈向更远，，愈发愈发坚实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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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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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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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嫦娥六号搭载欧空局、法国、
意大利、巴基斯坦的 4 个国际载荷，同步
开展月球探测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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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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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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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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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逐梦深空的探月精神

6 月 25 日下午，内蒙古四子王旗阿
木古朗草原，湛蓝的天幕之下，一顶红白
相间的巨型降落伞缓缓落下，嫦娥六号
返回器到家了！

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激动的人群
中，一位白发老者引人注目。

他就是主持我国月球探测运载火箭
选型论证的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高级顾
问、中国工程院院士龙乐豪。

“17 年来，‘长征’火箭以全胜成绩
六送‘嫦娥’飞天，靠的是自力更生、艰
苦奋斗。我们还要积累经验、再接再厉，
向下一次成功发起挑战。”这位已经奋战
61年的航天老兵豪情满怀。

20 年 来 ，我 国 探 月 工 程 每 一 次 突
破、每一步跨越，都凝结着数千家单位、
几万名科技工作者的心血和智慧。

嫦娥六号研试期间，中国科学院院
士、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专家杨孟飞几乎
全程坚守在发射场，不时对任务试验队
员们提出“刁钻”问题。

“不是说‘合格了’就万事大吉，对
问题要思考琢磨、深入理解。”杨孟飞常
勉励年轻人要敢于较真。

总体电路的“掌舵人”所明璇带领团
队在发射场完成 226 个接点、65 束电缆

和 11项专项测试，全面保障轨道器的“身体健康”。
在嫦娥六号轨道器总装任务中，“90 后”技术

负责人陈文成和“95 后”徒弟顾伟德从零部件开始
跟产，创造性实现产品重心前移和全周期管理，完
成多项工艺改进工作。

一代代航天人不断刷新月球探索新高度，接续
书写追逐梦想、勇于探索、协同攻坚、合作共赢的探
月精神。

正如探月工程首任总设计师孙家栋所说：“从
‘嫦娥一号’飞向月球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飞
向月球的大门一经打开，深空探测的脚步就不会
停止。”

新华社记者 （据新华社北京 6月 25日电）

6 月 25 日 13 时 22 分，约 5000 公里

高的深邃太空，嫦娥六号返回器正式作

别轨道器，开始以接近每秒 11.2 公里的

速度迫不及待奔向地球。

此时，内蒙古四子王旗阿木古郎草

原早已万事俱备，只待携带着月背月壤

的“嫦娥”归来。

阿 木 古 郎 草 原 ，蒙 古 语 中 意 为“ 平

安”的土地，是嫦娥六号返回器主着陆

场，也是神舟一号到神舟十一号返回舱

主着陆场。

站 在 一 望 无 际 的 大 草 原 上 搭 手 远

眺，气象保障团队盛文杰悬了多天的心

终 于 放 了 下 来 —— 晴 空 万 里 、白 云 舒

展，是个迎客归来的好天气。

66 月月 2525 日日 1414 时时 77 分分，，嫦娥六号返回器携带来自月背的月球样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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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着陆在内蒙古四子王旗预定区域。。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贝贝 赫赫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