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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記者劉凝哲及中新社報
道，針對美國科學家會否參與研究嫦娥六號採
回的月球樣品這一問題，中國國家航天局副局
長卞志剛27日在北京表示，中美航天合作的
障礙根源還在於美國「沃爾夫條款」這樣的國
內法。如果美方真的希望能跟中國開展正常的
航天交流，應當採取切實措施清除障礙。
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當天就探月工程嫦娥
六號任務有關情況舉行發布會。會上有記者就
中美航天合作提問。
對此，卞志剛表示，在同美方開展航天領域
合作交流上，中國一直持開放態度，中國曾與
美國建立地球科學、空間科學航天合作工作
組，也曾與美國政府建立民用航天對話機制。
應美方要求，我們還建立中美火星探測器軌道
數據交換機制，便於雙方共同對探測器碰撞風

險進行評估，以保證雙方的火星探測計劃能順
利、持續進行。

美「沃爾夫條款」阻礙中美航天交流
「但中美航天合作的障礙根源還在於美國
『沃爾夫條款』這樣的國內法。」卞志剛說，
中國航天60多年來取得了大量成就。中國航
天的成就是中國人憑藉自己的努力和智慧實現
的。美國的「沃爾夫條款」阻礙了中美兩國正
常的航天交流，但無法阻礙中國航天快速發展
的步伐。
「美國科學家會不會希望共同參與我們月球
樣品的探索。我相信他們是希望的。」卞志剛
說，如果美方真的希望能跟中國開展正常的航
天交流，應當採取切實措施清除障礙。
關於中國航天的未來計劃，卞志剛表示，中

國航天會根據中國的節奏，以和平利用的目的
開展，一直以開放包容的態度，熱切地希望開
展平等互利的合作。

美科學家會否參與研究嫦六月球樣品？
「沃爾夫條款」（Wolf Amendmen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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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源：香港文匯報資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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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爾夫條款（Wolf Amendment）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
道）嫦娥六號任務完成人類首次在月球背
面取樣返回，中國今後的深空探測計劃備
受關注。國家航天局副局長卞志剛昨日表
示，未來一段時間中國深空探測主要在月
球探測、行星探測兩方面。最近的發射計
劃，是中國預計在2025年前後實施天問
二號任務，主要將瞄準一顆近地小行星進
行伴飛並取樣返回地球。
卞志剛表示，在月球探測方面，嫦娥六
號任務順利完成之後，後續計劃發射嫦娥
七號、嫦娥八號。嫦娥七號任務，主要是
對月球南極部分的資源做勘察，嫦娥八號
任務，是對月球資源的原位利用開展技術
驗證。此後，在月球探測方面，中國還將

與國際同行一道來共商共建的國際月球科
研站，共享、共用月球探測成果。
在行星探測方面，卞志剛介紹，國家目
前已批准四次行星探測任務，預計在
10-15年內完成。其中，首次火星探測任
務天問一號已於2021年圓滿成功，一次
性對火星實施「繞、落、巡」探測，這標
誌着中國深空探測已走向月球以遠的領
域。未來圍繞太陽系的起源和演化、小天
體和太陽活動對地球的影響，以及地外生
命信息的探測等科學目標，中國還將開展
小行星探測、火星取樣返回以及行星系探
測任務。

2030年前後探木星上火星採樣返回
卞志剛表示，天問二號準備在2025年
前後實施，其主要目標是小行星探測，將
瞄準一顆近地小行星進行伴飛並取樣返
回。天問三號火星採樣返回的任務，計劃
是在2030年前後實施，實行火星採樣和
攜帶火星樣品返回地球。天問四號實現木
星系探測，也是在2030年前後實施。目
前，天問三號、四號任務都在加緊關鍵技
術的攻關，細化論證實施方案。此外，中
國還在論證重型運載火箭、可重複使用的
航天運輸系統等國家重大科技專項和工
程。未來，中國將加強基礎研究，加快關
鍵技術、核心技術攻關，推動空間科學、
空間技術、空間應用的創新發展。

天問二號擬2025年前後發射
開展小行星探測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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嫦娥六號國際載荷 後續國際載荷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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嫦娥六號任務副總設計師、中國科學院國家天文
台研究員李春來表示，嫦娥六號選擇在月球背

面的南極—艾特肯盆地着陸，基於它是現在發現的
月球上最大、最深、最古老的盆地，研究這裏的地
質構成、物質組成、演化歷史，有助於了解月球甚
至地球早期的地質演化歷史。包括嫦娥五號在內，
人類採集的10多份月球樣品，都是在月球正面。嫦
娥六號首次採集的月背樣品，有望為研究月球的二
分性，完整了解月球的歷史提供機會。

樣品有助人類了解太陽系早期演化史
此外，南極—艾特肯盆地採集的樣品還有可能
採集到月球深部甚至月幔的樣品，將為研究月
球內部物質成分提供寶貴數據。月背樣品在
礦物化學成分上可能與正面樣品有非常大
的差別，研究這些樣品有助於揭示月背特
有的地質構造和物質成分的差異。嫦娥六
號可能挖掘到月背的深部物質，可以為
早期撞擊歷史，甚至地球早期撞擊過程
研究提供機會，有助於了解太陽系早期
的演化歷史和判斷歷史，推動比較行星
學的研究。

「挖土」設備港製造
嫦六採樣超預期

嫦娥六號首次月背「挖土」使用的「表取採樣執
行裝置」系統配備封裝系統由香港理工大學深空探
測研究中心主任容啟亮團隊設計製造完成。昨日，
嫦娥六號總設計師胡浩給予這一「香港智造」的項
目高度評價。他表示，嫦娥六號採樣獲得了比預想
更多的樣品，負責採樣器研製的理大容啟亮教授團
隊，本不是從事航天設計和研製生產的單位，但他
們克服了很多困難，「非常好，認真負責，一絲不
苟」。
胡浩表示，前期在月球樣品研究的過程，有多

家香港的大學和研究機構來申請，並且拿到了樣
品。據香港文匯報了解，目前香港大學、香港理
工大學的團隊均成功申請到嫦娥五號月球樣品。
港大行星地質學家錢煜奇博士此前在接受香港文
匯報採訪時表示，在香港大學的實驗室，嫦娥五
號月球樣品已完成分析測試，目前正在數據處理
當中，希望繼續挖掘樣品中的科學價值發表學術
文章。在嫦娥五號樣品的研究基礎上，錢煜奇希
望盡快申請到嫦娥六號月背樣品。「嫦娥六號的
樣品大部分來自於月背月海玄武岩，如果我們拿
到樣品，就可以重建火山噴發歷史」，他表示，
希望能夠對比嫦娥五號的樣品，嘗試回答為什麼
月球正面和背面的月海玄武岩分布如此不同，以
及研究其演化過程。

嫦六總師冀港科研團隊參與申請研究
理大容啟亮教授表示，理大實驗室內設有月壤儲

存和分析系統，和國家天文台長期儲存月壤的儲存
室一樣。目前，理大已經申請到嫦娥五號月壤，未
來也希望申請到嫦娥六號的月壤，希望探究月背樣
品的成分和物質，助力人類對月球和太空的認識，
以及後續中國深空探測的發展。
另據香港文匯報了解，中國後續將對小行星實施

取樣返回，有望率先實現人類火星取樣返回，並對
木星進行探測。香港學者已全面參與這些計劃的前
期研究，特別是在火星取樣返回的選址方面，通過
大量前期研究，積極參與着陸取樣區域的設計和選
擇。
對於嫦娥六號任務取回的珍貴月背樣品，胡浩表
示，相信可以獲得更多的科學成果，希望香港科研
團隊踴躍參與申請研究。他並再次歡迎香港同胞參
與到國家探月及深空探測計劃。

◆5月8日，嫦娥六號搭載

的與巴基斯坦合作的立方星在嫦娥

六號探測器實施近月制動後成功分離，拍

攝並成功傳回月球的影像圖，圓滿完成任務。

後續，中國國家航天局向巴方交接了立方星的數

據。

◆6月2日，嫦娥六號着陸器和上升器組合體着陸月

球後，與法國合作的氡氣探測儀、與歐空局合作的

月表負離子分析儀順利開展科學探測。與意大利

合作的激光角反射器狀態正常，氡氣探測器

在月面工作時間達到了32小時，月表

負離子分析儀在月面工作3小

時50分鐘。

◆嫦娥七號任務：已遴選

出六台國際載荷。

◆嫦娥八號任務：向國際社會提供約200

公斤的載荷搭載空間，迄今已經收到了30餘

份合作申請。

◆國際月球科研站：與10多個國家簽署了合作

協議。目前中方正在制定可研工作，將與合

作夥伴一起就未來項目的任務、項目設

計、聯合實施和科學數據共享等開展

多種形式的合作。

國家航天局：美應採切實措施清除障礙

◆◆ 66月月44日在北京航天飛行控制中心屏幕上拍攝的嫦日在北京航天飛行控制中心屏幕上拍攝的嫦
娥六號取樣回放畫面娥六號取樣回放畫面。。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6月 25日，嫦娥六號返回器攜帶來自月背
的月球樣品安全着陸在內蒙古四子王旗預定

區域。 新華社

◆◆6月27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在北京舉行新
聞發布會，介紹探月工程嫦娥六號任務有關情
況，並答記者問。 新華社

◆◆ 66月月2626日下午日下午，，科研人員對嫦娥六號返回器進科研人員對嫦娥六號返回器進
行開艙行開艙，，檢驗關鍵技術指標完成情況檢驗關鍵技術指標完成情況。。 新華社新華社

◀◀20242024年年55月月33日日1717時時2727分分，，嫦娥六號嫦娥六號
探測器由長征五號遙八運載火箭在中國文探測器由長征五號遙八運載火箭在中國文
昌航天發射場發射昌航天發射場發射。。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