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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科學家探月貢獻

大公報記者 劉凝哲

習近平總書記23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接見探月工程嫦娥六號任務
參研參試人員代表，香港理工大學容啟亮教授、澳門科技大學

宗秋剛教授作為港澳代表參與會見，令港澳科研界倍感振奮。後續，
將組織嫦娥六號月球樣品的申請發放，首先向包括港澳團隊在內的中
國科學家開放，探月工程成果有望將進一步惠及港澳。

「嫦娥六號月背樣品應該會到香港」 ，國家航天局副局長卞志剛
接受大公報專訪時表示，無論是香港科學家申請嫦娥六號月背樣品進
行科學研究，還是向公眾展示神秘的人類首批月背土壤，港人都有望
分享國家探月工程的最新成果。容啟亮教授及其科研團隊表示，希望
第一時間申請到嫦娥六號月背樣品，分析月背月壤中水的存在形式、
分布情況等。

探月成果惠及港澳
嫦六月壤有望來港

樣品即將開放科研 港團隊冀申請成功

容啟亮：港科研人員應倍加努力 回報國家
9月23日，

香港理工大學教
授容啟亮作為香港科研人員代表，參
加了習近平總書記接見探月工程嫦娥
六號任務參研參試人員代表的活動。
「我覺得好榮幸，能夠代表香港來參
加這個活動」 ，容啟亮在接受大公報
專訪時表示，國家一直這麼照顧香
港，香港科研人員應該更加努力，自
己回到香港後亦會倍加努力，希望增
強科研能力，回報國家。

從嫦娥三號任務開始，容啟亮教
授帶領的理大團隊參與探月工程研發
工作已逾10年。在嫦娥五號任務中，
團隊研製的採樣器參與完成中國首次
月球取樣。在嫦娥六號任務中，團隊
參與嫦娥六號探測器的表取採樣機構
和封裝系統研發，事關人類首次在月
球背面 「挖土」 ，作用非常關鍵。

「我們到北京的測控中心看它
（嫦娥六號）採樣，心情十分激動，
每一鏟得到的樣品都比上次（嫦娥五
號）多。能夠看着採樣器放樣和完美
地封裝，完成整個任務，我們十分雀
躍，放下心頭大石。」 容啟亮表示，
通過對嫦娥五號採樣器的調整，嫦娥
六號更加順利的完成任務，
回憶起在現場觀看首次月背
採樣時的場景，依然十分激
動。

嫦娥六號任務總設計師
胡浩表示，香港團隊非常

好，認真負責，一絲不苟，使採樣器
沒有帶任何問題上天。嫦娥六號的採
樣工作比五號更順利，採樣得到了
「比預想要多的樣品」 。希望更多香

港同胞參與探月工程，申請月球樣品
進行科研。

參與國家月球及深空探測工程，
也為容啟亮團隊帶來很多技術上進
步。大灣區有很多企業和研究機構在
製造小衛星和不同的衛星載荷，在衛
星研製方面還有很多零部件，例如電
子、電機以及傳感器等，也能拉動相
關行業產品的提升。此外，容啟亮團
隊也嘗試將航天科技運用到地面上，
例如幫助政府研製機器人完成維修、

定位等工作。 「我們希望，
航天技術能帶動各行業製造
出高質量產品」 ，容啟亮
說，希望香港能在航天技術
相關產品研發、製造及銷售
上與大灣區進一步融合。

嫦娥六號任
務圓滿成功後，

中國月球及深空探測的精彩仍在繼
續。國家航天局副局長卞志剛受訪時
表示，中國預計在2026年將發射嫦娥
七號，對月球南極的環境和資源進行
勘測；2028年前後將發射嫦娥八號，
要驗證月球資源的就地利用技術，也
要為月球科研站的建設奠定基礎；
2035年前後，月球科研站的基本型要
建成。

在深空探測方面，明年將發射天
問二號，對小行星的探測和採樣返

回；2028年前後發射天問三號，將通
過兩次發射進行對火星的採樣返回；
2030年前後，要發射天問四號進行木
星探測。此外，中國還將深入論證重
型運載火箭，以及可重複使用的航天
運載系統。

月球科研站可以上網嗎？可以種
菜嗎？國家航天局探月與航天工程中
心主任關鋒笑着說，這些問題將在嫦
娥八號任務中進行驗證， 「月球上肯
定有WiFi覆蓋」 ，至於能不能種菜，
科學家們也可能在嫦娥八號任務中回
答這個問題。

蓄勢待發

在月球建WiFi？ 嫦八任務將驗證

掃一掃有片睇

▲香港理工大學教授容啟亮介紹 「表
取採樣執行裝置」 。 中新社

航天國際合作 港澳可做橋樑
23日，習近平

總書記在北京人民
大會堂接見探月工程嫦娥六號任務參
研參試人員代表，澳門科技大學月球
與行星科學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宗秋
剛作為澳門科研人員代表參加接見。
宗秋剛表示，此次接見專門邀請港澳
代表參與，凸顯出國家對香港、澳門
的重視。總書記提出要深入推進多種
形式的航天國際交流合作，澳門和香
港可以在國際合作領域發揮所長，起
到航天國際合作的橋樑作用。

宗秋剛表示，2021年至今，澳科
大月球與行星科學國家重點實驗室積
極開展了嫦娥五號月壤的申請和研
究。相繼申請到5份月壤樣品，共
929.3毫克。利用嫦娥五號月壤，科研
人員逐步開展了太陽活動紀錄、太空

風化作用、撞擊過程、岩漿活動、月
壤特性等方面的研究工作，獲得了10
個百萬年內的太陽活動變化、太空風
化成因新礦物、岩漿晚期不混溶過程
等 的 新 認 識 。 目 前 已 在 Nature
Astronomy等期刊上發表了科技論文6
篇。

近年來，在國家大力發展深空探
測的戰略指引下，澳門開展了多項月
球與行星科學的基礎研究工作，取得
重要成果。宗秋剛介紹，其實驗室研
究項目 「嫦娥探月數據的分析與研
究」 、 「嫦娥工程多波段探月資料的
科學發現」 等研究成果相繼獲獎。宗
秋剛表示，澳門與香港都要參與到探
月工程等國家重大戰略中來。未來，
希望能夠與香港同行一起參與國家重
大科研任務，以及重大科學計劃。

▲嫦娥六號在月背
進行智能快速採
樣。 新華社

▶鑽取樣品正在充
氮解封操作枱內分
裝製備。

▶表取月壤
樣品已分裝
成10份。

▲嫦娥六號採集到
的岩石碎屑樣品。分析採樣選址

香港大學行星地質學
家錢煜奇及團隊對嫦娥六
號着陸區進行了詳細研
究，提出該地區存在持
續、多樣的火山噴發活
動，並重建了該地區的火
山噴發歷史。該研究在嫦
娥六號升空當日發表，獲
得海內外學界關注，被多
家學術網站引用轉載。

打造採樣神器
香港理工大學容啟亮

團隊在嫦娥五號、嫦娥六
號任務中完成採樣器以及
封裝系統等部分的設計研
製。經過調整升級，嫦娥
六號 「挖土」能力更強，
超過預期。

參與樣品分析
目前，香港大學、香

港理工大學已獲得嫦娥五
號月球樣品，開始進行相
關科研分析。兩所大學的
科研團隊希望繼續申請嫦
娥六號月背樣品，進行更
深入的研究。

大公報記者劉凝哲整理

國際月球科研站建設
第一階段：基本型建設
•將以月球南極區域為中
心，具備百公里範圍的
科研作業能力。

•通過地月一體化信息網
絡，實現無人探月、載
人登月、國際合作等多
任務間互聯互通互操
作，形成功能和要素基
本齊備的月基綜合性科
研平台。

第二階段：拓展型建設
•將在2050年前，建成以
月球軌道站為樞紐，以
月球南極站為中心，以
月球赤道、月球背面為
探測節點的月球綜合站
網，形成長期無人、短
期有人、功能完善、持
續穩定運行的大型綜合
科研平台。

資料來源：央視新聞

▲港大行星地質學家錢煜
奇博士在港大實驗室分析
嫦五月球樣品。

嫦六首批成果產出 有望揭月球起源
今年6月，嫦

娥六號返回器攜
帶人類首批1935.3克月背樣品返回地
球，目前科學家們已完成對樣品的解
封、分裝、處理、制備和初步分析。
嫦娥六號任務地面應用系統總設計師
左維表示，嫦娥六號月球背面的樣品
備受全球科學家關注，目前首批科學
成果已經產出，即將向外界公布。科
學家們希望解答為何月球正面背面會
有非常大的不同，也就是月球二分性
的問題。此外，科學研究還聚焦月球
的起源和演化，包括地球的起源演
化，希望通過嫦娥六號月背樣品給出
不同的答案。

左維表示，嫦娥六號取樣所在月
球背面的南極─艾特肯盆地，是月球
最古老也是最大的撞擊盆地。 「它發
生了撞擊事件，古老到什麼程度，它
的年齡是什麼一直都不知道。」 月背
樣品中可能有來自月球深部的月幔物
質，或可解答科學家們的問題。此
外，還有月球背面的地質構造以及月
球內部的結構，以及月球二分性等相

關成果，都有望得到新的答案。
嫦娥六號任務地面應用系統副總

指揮劉建軍表示，嫦娥五號和嫦娥六
號樣品不同的地方，就是在顯微鏡下
統計的結果。嫦娥六號樣品的粒徑有
兩個聚集區，一個顆粒大一些，一個
區域小一些，不像嫦娥五號樣品只有
一個顆粒聚集區。所以，從顆粒的分
布來看，可能代表的是不同的來源。

左維表示，目前地面應用系統正
在加班加點，完成嫦娥六號月球樣品
相關的工作，盡快將樣品發放給全國
乃至全球的科學家。

▲科研人員利用掃描電鏡探測嫦六月
球樣品結構和礦物成分。

破解謎題

▼嫦娥六號攜帶的
「移動相機」自主
移動後拍攝並回傳
的着陸器和上升器
合影。 中新社

卞志剛表示，探月工程方面對與
香港的合作高度認可，特別是在嫦娥
六號任務中香港團隊研製的採樣裝置
表現十分出色，希望今後能繼續加大
與香港、澳門的合作範圍、加深合作
層次。

嫦娥六號帶回人類首批月背樣
品，全球高度關注。談及後續申請科
研用月壤的計劃，卞志剛表示，目前
已有20多個國家和研究組織提出希望
申請中國的月球樣品。近期，中國預
計將發布嫦娥五號月球樣品首批國際
申請的情況，隨後開啟嫦娥五號樣品
的第二批國際申請工作。此後，將組
織嫦娥六號月球樣品的申請發放，首
先向包括港澳團隊在內的中國科學家
開放。後期將開放嫦娥六號樣品的國
際申請， 「向全世界科學家開放，是
肯定的」 。

歡迎港科研團隊參與研發製造
「近年來，港澳地區對中國探月

工程的貢獻度很大，嫦娥五號、六號
的採樣機械臂就來自於香港理工大學
容啟亮團隊。」 國家航天局探月與航
天工程中心主任關鋒在接受大公報採
訪時表示。目前，已有兩批嫦娥五號
月球樣品發放給了香港大學和香港理
工大學團隊，供科學家研究。後續，
無論是在工程合作研製，還是香港科
學家申請月球樣品進行科學研究，都
有望進一步合作。

「我們是一家人。」 關鋒說，
無論是參與工程研究還是利用探月

成果進行科研，探月工程對港澳科
研團隊一視同仁。在嫦娥六號月球
樣品開放申請通道，港澳團隊與內
地科學家可以同時參與申請。在探
月及深空探測等未來後續任務中，
也歡迎香港科研團隊繼續參與工程
的研發製造。

容啟亮教授及其科研團隊希望第
一時間申請到嫦娥六號月背樣品，分
析月背月壤中水的存在形式、分布情
況等，探究水分子在月球正面和背面
的區別，估算出月壤中水的來源。此
外，他還關注月球上資源的原位利用
問題，做好月壤的研究，更好的使用
原位資源進行3D打印等月面製造，助
力後續的月球探測工程。

國際月球科研站 共商共建共享
在國際合作方面，卞志剛表示，

中國月球和深空探測工程的國際合作
將不斷深化。嫦娥六號任務實現了國
際合作的突破，搭載了四個國際載
荷。後續的探測任務，可能從設計階
段，就邀請國際科研團隊的參與，例
如國際月球科研站，中國就提出要
「共同設計、共同商量、共同建設、

共同享有」 ，合作的層次和方式都比
以前有很大的提升。

「也許在未來的某一天，月球科
研站上中的某一個艙段是由國際團隊
完成的，或者外國科學家研製巡天望
遠鏡等精密儀器，由中國團隊發射上
月球，這樣深度的合作都有可能發
生。」 關鋒說。

發揮所長

貢獻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