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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此前的阿波羅探月計劃稱實現了6次成功登月，
並將約382公斤月球岩石和土壤帶回地球，可說在全球範圍之中是最
多。分析認為美國仍希望申請研究中國嫦娥五號月球樣本，原因是美國
6次登月的目的地，與中國嫦娥五號採集樣本區域存在很大差異。
嫦娥五號着陸地點是位於「風暴洋」北部的呂姆克山脈，這是人
類從未探索過的區域，且嫦娥五號樣本的年齡約為20億歲，比之前
認為的要年輕得多。

從中國嫦娥五號的成就可以看到，很多首次成果都對月球具
有全新的認識，包括發現了月球的岩漿活動一直持續到距今

約20億年；在亞微米級尺度的二次撞擊坑中，發現了
歧化反應成因單質金屬鐵的可靠證據及月殼特殊岩
石碎屑，指示月球上仍存在未被認識的地質單元
等。這都凸顯了中國嫦娥五號的價值是極其
大，在這樣的局面之下，美國不想要是不可
能的，因為美國也想對月球多了解，甚至
對美國制訂新一輪載人登月任務具有影
響。

月壤來自從未探索區域

嫦五樣本具「獨特價值」冀與全球科學家擁同等機遇

傳NASA尋求美國會「開綠燈」
申請研究中國月壤

香港文匯報訊 據美國SpaceNews及Space.com等媒

體報道，美國太空總署（NASA）向內部人員發送電郵，

表示該機構已尋求讓美國國會在對華航天合作方面的禁

令「沃爾夫條款」上「開綠燈」，允許研究人員申請獲

取並研究中國採集到的月球土壤樣本，原因是中國採集

的樣本具有「獨特價值」。

報道稱，NASA上周三（11月29日）發送的一份內部
電郵中表示，該機構已「向美國國會證明其意圖」，

要求允許NASA資助的研究人員，向中國國家航天局
申請獲取嫦娥五號在2020年採集到的月球樣本。電
郵指出申請獲取中方採集到的樣本是必要的，
因中國的樣本具有「獨特價值」，而這些樣
本最近已開放給國際科學界用於研究目
的。這些樣本來自「NASA尚未採樣」
的月球區域，預計將為月球、地月系統
的地質歷史研究提供有價值的資料，
並可能幫助NASA制訂未來的月球
探索計劃，「申請獲取樣本將確
保美國研究人員，與世界各地的
科學家擁有同樣的研究機會。」

或促使兩國首次航天合作
報道形容NASA的舉動相當
罕見，若獲得美國國會批准申
請研究中國月壤樣本，這可能
促使中美兩國航天機構之間首
次開展同類合作。
2020年 11月 24日，中國長

征五號遙五運載火箭成功發射
探月工程嫦娥五號探測器，順
利將探測器送入預定軌道。同
年12月 17日，嫦娥五號返回
器帶回1,731克月球樣本，為全
球單次採樣量最大的無人月球採
樣任務。嫦娥五號任務為中國後
續的無人月球科研站、載人登月等
奠定了基礎，是中國航天發展的又
一個重要里程碑。今年10月，中方宣
布嫦娥五號月球科研樣本將面向國際開
放申請，歡迎各國科學家共同研究，共
享成果。
事實上早在十多年前，美國曾以政治、資

金、技術等方面緣由，將中國排除在國際太空站
項目之外。2011年，美國又通過旨在禁止中美兩國
航天合作的「沃爾夫條款」，令中美官方航天合作長期
處於「冷凍」狀態。該條款存在「例外」的可能性，但
NASA需說服國會和聯邦調查局（FBI），與中方接觸和合作
「不會造成導致技術、數據或涉及國家安全或經濟安全的其他信
息，轉移到中國的風險」。

香港文匯報訊「沃爾
夫條款」（Wolf Amend-
ment）是美國國會於
2011年4月通過的一項
法案，以美國眾議院議
員沃爾夫的名字命
名。該條款禁止美國
太空總署（NASA）和
白宮科技政策辦公室
（OSTP）在未經授權
的情況下，使用政
府資金與中國政府及
其組織進行任何形式
的雙邊合作。
在 2013 年，NASA

以違反「沃爾夫條款」為
由，拒絕了6名中國科學
家（包括在美工作的中國
科學家），參加第二屆開普

勒科學會議，會議主題涉及
NASA的開普勒太空望遠鏡項

目。NASA此舉遭到美英科研人
員的強烈抵制。時任NASA署長博
爾登出面致歉。該條款的提出者沃爾

夫致函博爾登，稱這一限制僅適用於
NASA與中國政府或中資公司之間的雙邊會

議和活動。
事實上，「沃爾夫條款」剛出台時，美國麻省理

工學院的學者就曾表明，這是一個「歧視性」決定，美
國最終也會受到傷害。2014年，美國載人航天委員會多名科
學家發表聲明說，鑒於中國在太空能力方面的快速發展，將中
國納入未來的國際合作項目，符合美國的最大利益。

美科學家興奮美科學家興奮 料嫦六樣本價值更高料嫦六樣本價值更高

香港文匯報訊 據俄羅斯《消息報》報
道，俄羅斯已正式批准與中國共同建設月球
科研站的協議。俄羅斯科學家認為，中俄這
一聯合計劃前景廣闊，將大幅提高科研站的
威望和可信度，其他國家將更願意參加該項
目。
報道稱，俄羅斯法學會董事會主席格魯茲

傑夫透露，俄政府立法委員會已批准共建中
俄國際月球科研站的協議。中俄於2022年
11月簽署該協議，在此期間進行了一系列部
門間協調工作。格魯茲傑夫說，「該協議符
合俄利益，將有助加強中俄戰略夥伴關係及
俄航天領域的發展，建設並管理國際月球科
研站旨在開展多學科、多用途科研工作，其
中包括月球的探索和利用，並計劃開展基礎
研究實驗和技術測試。中俄計劃於2035至
2040年完成月球科研站的建設工作。」

月球開發分3階段實施
報道還說，該協議概述了中俄在月球開發

方面的聯合行動，項目將分三個階段實施。
在第一階段，兩國設計師將負責科研站的設

計，並發射航天器對月球表面進行探測，以
確定建設科研站的最佳位置，也會確定在月
球上實施軟着陸的相關技術。第二階段計劃
建立統一的科研站控制中心，並在月球上建
設首批基礎設施，包括為科研站供電、提供
運輸和通訊服務的軌道艙。此外，還將向月
球表面發送各種用途的研究儀器和月球車，
並在月球軌道上部署中繼通訊設備。第三階
段將逐步增加月球艙的數量和功能，並幫助
國際合作夥伴實施載人登月。該站將用於多
學科和多用途的科研工作，包括月球探測和
利用、實驗和驗證科研站無人操作技術。
俄齊奧爾科夫斯基航天研究院院士熱列茲

尼亞科夫認為，與中國聯合建設月球科研站
對俄非常重要，因當前俄單靠自己的能
力，很難在月球上建造科研站。俄科學院空
間研究所科研負責人澤列內認為，「我們已
看到俄羅斯和中國在月球探索方面合作的第
一步，今年兩國交換了月球土壤樣本。中俄
合作將成為未來國際月球聯合探索的核心。
俄在建造軌道艙和着陸艙方面積累豐富的經
驗，可以參與發射和設計航天器。」

中俄月球站預計中俄月球站預計20402040年落成年落成「「勢成國際探月核心勢成國際探月核心」」
香港文匯報訊 隨着今年10月1日中方宣布

嫦娥五號月球科研樣本將面向國際開放申請，美
國布朗大學的行星地球科學家海德表示，國際上
對研究這些樣本有着「極大的熱情」。他預測美
國太空總署（NASA）開放申請研究的限制後，美
國許多科研人員將會申請，「這將會是一場規模
非常大的申請。」
海德說，在中國科學家已通過分析嫦娥五號的

部分樣本，解決了一系列基本問題後，外國科學
家的參與，可能會為解決這些關鍵問題帶來更多
着眼點及不同視角。

盼「科學外交」解凍兩國關係
海德還提到嫦娥六號已計劃於2024年前後

進行發射，這將是人類歷史上首次從月球背面
採集月壤樣本，科
學價值可能更高。
「我們對月球背面
的了解僅限於來自
遙感數據。（嫦六）
帶回的樣本不僅將
提供有關月球上已
知最大、最古老撞
擊盆地的時間信
息，而且還將提供

月球另一半的地殼組成，甚至可能是地殼下面
更深的地幔物質資訊。」
美國的月球研究人員對NASA要求「開綠

燈」感到高興。印第安納州聖母大學首席月
球專家尼爾說，「這是個好消息，因可使美國
科學家能利用他們的專業知識，來研究這些獨
特的月球樣本。」尼爾還表示，希望這能促成
中美之間進行樣本交換，成為通過「科學外
交」令雙方的關係解凍的重要一步。
美國大學太空研究協會月球與行星研究所所長

加迪斯說，「我很高興看到這個向美國科學家
開放的新機會，這開啟了新的合作，並有望揭示
在月球上採集的一些最年輕火山物質的起源。」

◆中國嫦娥五號探測器帶回的001號月球樣本，在2021年於北京中國國
家博物館展出。 網上圖片

◆◆嫦娥五號探測器模嫦娥五號探測器模
擬圖擬圖。。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嫦娥五號着陸嫦娥五號着陸
於呂姆克山脈於呂姆克山脈。。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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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月球站模擬圖中俄月球站模擬圖。。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