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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探月工程持續開展，香港科研貢獻了重要的力量。曾多次參與國家航

天任務的香港理工大學，最近通過國家航天局探月與航天工程中心月球樣品管

理辦公室的審核，成功獲得由嫦娥五號採集的月球土壤樣品，包括一份400毫

克的表面鏟取樣品，以及一份42.6毫克的深層鑽取樣品。港理大科研團隊昨

日舉行發布會，表示將主力開展「月壤中找水」的主題研究，同時會鑽研月壤

作為建造材料的可能性，期望有關研究不僅帶來學術成果，更期望可為未來航

天員在月球長期生存、興建月球基地等長遠目標打下科研基礎，貢獻國家航天

發展。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姜嘉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金文博）距離香港中學文
憑試（DSE）放榜不足半月，一眾考生思考升學出
路之時。香港考評局昨日發表網誌，介紹DSE國際
認可最新發展。繼今年初DSE獲荷蘭認可，可直接
申請報讀當地78所大專院校後，西班牙教育部近日
亦確認有關DSE資歷認可資訊，如DSE考生於5個
科目取得2級或以上成績，即可直接申請報讀逾90
所西班牙的大學，無須再參加入學試。多名過去兩
年以DSE成績獲海外名校取錄的港生分享，DSE課
程具彈性及選擇廣泛，有助了解興趣志向、擴闊視

野，以及銜接大學課程。
香港考評局表示，DSE資歷現時已獲全球院校廣

泛認可，除了西班牙和荷蘭外，亦有數以百計的海
外院校在考評局或其官方網站刊載DSE相關的收生
要求，另近140所內地及約130所台灣高等院校亦
會直接以DSE成績取錄本港學生。

過來人分享海外留學經驗
多名DSE海外升學過來人透過考評局網誌分享了

自己的經歷。2022年以DSE成績入讀英國劍橋大

學人類、社會及政治科學課程的冼家朗認為，DSE
課程甚具彈性，讓她有空間了解自己的志向，又指
劍橋與英國其他大學已有多年招收香港DSE學生的
經驗，會制定適用的收生要求。她建議有意到英國
升學的港生，可了解不同課程收生時所考慮的高中
科目要求，在選科時作部署，並兼顧自己的興趣與
志向。
現於新加坡國立大學修讀數據科學與經濟的徐汶

蔚，是2022年DSE考生。她認為，DSE科目選擇
廣泛，有助學生擴闊眼界，「文憑試設有不同學

科，各有不同的思維模式，DSE的思維訓練讓我在
大學學習不同學科時更易上手。」例如她DSE選修
了經濟科和數學延伸單元（M1），其中的知識儲
備讓她升讀大學一年級時更易銜接。
自小喜歡數學的朱卓熹為去年DSE考生，現在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修讀數學與電腦科學一年級，
該校要求學生必須修讀物理、化學和生物三科，
而DSE正好配合他的興趣與需要，「當時學到的
知識為我打好基礎，讓我銜接大學課程時輕鬆一
點。」
他建議有意報讀美國大學的學生，需在申請及面
試時凸顯自己的興趣與志向，以及過去在有關範疇
鑽研與學習的經歷與成果，便不難獲得大學青睞。

文憑試達標者可免試報讀西班牙逾90所大學

嫦娥六號上月實現世界首次月球背面
採樣，帶回珍貴的月球土壤，創造

人類歷史。月壤對太空科學研究與資源開
發極具價值，在國家此項標誌性的航天成
果中，港理大研發的「表取採樣執行裝
置」作出了重要貢獻。
在嫦六任務圓滿成功之際，理大最近成
功獲得兩份由嫦五採集的月球土壤樣品，
並由深空探測研究中心主任容啟亮及副主
任吳波領導開展「嫦娥五號月壤深入分析
研究計劃」，聯同該校土地測量及地理資
訊學系博士後研究員王興及研究助理教授
Sergey Krasilnikov，團隊將探討在月壤中
找水，研究月壤中熔結碎屑的微觀結構、
熔結碎屑中的水含量及來源，研究成果將
為未來研究月球及其他無大氣天體表面土
壤的形成及太陽風注入產生的水資源分析
提供重要參考。

樣品鏟取出自理大裝置
在港理大昨日舉行的發布會上，港理大
校長滕錦光介紹，該兩份嫦五月壤中的表
面鏟取樣品，正是由該校團隊的表取採樣
執行裝置採集，「這些樣品非常珍貴，所
以我們為此設置了一個世界頂尖的設置，
以儲存月壤，並展開深入的分析。」
吳波表示，是次月壤樣品的借用期為一
年，雖然如有必要可申請延期，但這一年
內最主要的任務，還是要先作好一切分
析、測量、掃描等工作。
被問及何以選擇月壤中找水的研究，吳
波強調，水是非常重要的資源，「比如未
來嫦七或嫦八要去月球南極建立基地，就

必須解決水資源的問題，才能確保航天員
長時間在月球生活。」因此，他們是次以
水為研究題目，正是要為未來月球水資源
的勘察和利用，作好準備。
吳波又表示，深空探測研究中心正積極
聯同各學科的專家從事不同研究，包括以
月壤作為建造材料的應用潛力，「未來要
興建月球基地，總要解決基礎設施的問
題，如此我們是否可以利用月壤，把它燒
結，成為可用於建造房子的磚塊呢？」
若有關研究作出一定成果，未來期望可
通過國家其他航天任務，進一步驗證相關
技術的可行性，長遠可望為興建月球科研
站作出貢獻。

研申嫦六月背月壤研究
容啟亮提到，2020年他和團隊為嫦五研

製表取採樣執行裝置，將有史以來最年輕
的月壤樣品帶返地球，「現在月壤樣品就
儲存在理大校園，對團隊別具意義。」理
大正計劃申請嫦六的月背月壤，期望為人
類認識月球和太空，作出更多新的貢獻，
更希望未來在國家2030年前最重要的火星
取樣返回及中國人登陸月球任務中，有機
會再次貢獻香港科學力量。
吳波補充，日後若可申請嫦六月壤，可
望跟嫦五的月球正面樣品進行比較分析，
「例如它們的成分，包含什麼元素、礦
物、結構如何、稀土元素含量、水含量等
方面，它們有何異同，幫助我們理解月亮
的正面和背面，為何有這麼大的差別。」
更進一步，可望有助人們全面認識月球的
歷史及演化過程，提供重大的科學發現。

◆吳波介紹月壤存儲及樣本分析設備。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木又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為確保妥善保存
珍貴月壤，並盡可能在無損耗的大前提下進行研
究，吳波介紹，理大特別撥款建立了太空資源實驗
室內的月壤儲存及原位分析系統，可長期儲存星球
樣品於99.999%的高純度氮氣內，以作相關跨學科
研究。同時整套系統設置在1,000級潔淨室內，而
且月球樣品可以從氮氣儲存手套箱，直接轉入非破
壞性分析設備，免卻轉運時樣品受到污染。
吳波介紹，該儀器主要分三部分，其中一部分是

傳送氣體控制的裝置，「當樣品進入到儲存裝置之
前，需要先進行三次『充氮氣，抽真空』的處
理。」第二部分是手套箱，裏面會維持99.99%以上
的高純度氮氣環境，以確保月壤不會暴露在大氣之
中，而研究人員可將手臂套入橡膠手套，於手套箱
中進行操作。第三部分是一系列的分析儀器，「所
有儀器都指向同一個樣品窗，比如我們在先前的手
套箱，通過顯微鏡挑取出想要進行詳細分析的顆
粒，就會把它分裝起來，通過另一個傳送裝置放到
樣品窗，然後就可以進行分析。」
吳波表示，常規的實驗室每用一次分析儀器，都

要先進行一次製樣和傳輸過程，當中存在一定的損
耗風險，這套系統則可同時對同一樣品進行多種分
析，大大減少損耗風險。
他又介紹，該系統配備9支包括電子、離子、X
光等不同的分析儀器，可對月壤顆粒的同一點上，
作出12種不同的分析，這一方面為研究帶來便利，
也能非常有效地減少樣品在製備、傳輸過程間可能
帶來的損耗。

吳波特別指出，該實驗室不僅可用於研究月球樣
品，亦能研究其他樣品。他舉例如國家未來將開展
「天問二號」小行星採樣返回、「天問三號」火星
採樣返回任務等，「我們希望未來都能申請，有機
會利用這些尖端的儀器設備，對它們進行分析，以
獲得更多科學的發現。」
理大校董會主席林大輝提到，目前該校相關實驗
室設備「已經（擠滿得）碰到天花板」，情況並不
理想，期望能獲得更多經費，以吸納教授、擴展空
間並購買更多先進設備，將深空探測研究進一步做
好。
校長滕錦光表示，過去大學相關部分經費是按項
目發放，未必能一直用於支持深空探測研究的團
體，建議特區政府為從事國家航天研究提供專門的
資助，讓本港大學於相關方面發揮更重要角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港理大團隊是次申請
月壤的主要研究主題為「月壤中找水」，「我們想在月
壤中找水，聽起來好像有點匪夷所思，但實際上把月壤
放大來看，這些顆粒就能看到非常明顯的囊泡或氣泡，
當中就有可能存在水。」
吳波表示，月球上水的存在形態，跟在地球看到的海
洋或飲用水不太一樣，而包括「表面水分子或羥基」、
「岩石內部結晶水」、「表面一定深度下的水冰」等形
態，「基於嫦五的礦物光譜儀探測，就發現該採樣區月
壤中的水含量約120ppm，即一噸月壤中大約含有120克
水，大約就是一小杯啤酒的量。」
被問及水從何來，吳波介紹，月球上的水可能有三個

來源，一是太陽風注入：由於太陽風中含有大量氫離
子，當轟擊到月面，其中的氫與月壤裏的氧結合，形成
羥基或水分子；二是彗星或隕石撞擊：這些天體有大量
的水冰，在撞擊月面後部分會混入月壤並保存下來；三
是月球內部有水：月球在早期存在火山活動，內部的火
山活動會成為蒸氣並排放出來。

那團隊如何有效分辨出水的來源？「我們可以利用氫
的同位素D、H的比值，來區分水的來源。」吳波舉
例，如由太陽風注入的水，相關比值一般是負值，
如-1,000千分比（‰），月球內部水則大機會是正值，
如200千分比（‰）。

表面鏟取和深層鑽取 成分或不同
吳波說，理大獲批的兩份月壤樣品，其中深層鑽取樣品
約是從1米至1.5米深採樣取得，「表面鏟取的可能會順一
點，因為它經過長時間太陽風的風化，會使顆粒比較順，
但是深處的（月壤）就有機會存在一些小石塊，它的顆粒
會大一些，而且它的成分、礦物可能都會不一樣。」因
此，團隊申請了兩份，正是希望研究它們的區別，尤其針
對「月壤中找水」的研究而言，他們希望了解兩份樣本的
水含量是否不一，以及水的來源會否不同。
吳波相信，是次研究不但有助加深對月球理解，對於
其他如水星、小行星等類似的天體，包括其形成及表面
水資源的勘察，都能提供重要的參考。

兩樣品採樣處不一 研水源含量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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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大昨日舉行發布會，講解嫦娥五號月壤樣品研究計劃。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木又 攝

◆理大深空探測研究中心太空資源實驗室設置的
月壤存儲及樣本分析設備。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木又 攝

◆理大嫦娥五號月壤樣品證書。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木又 攝

◆理大成功獲得由嫦娥五號採集的月球土壤樣品，包括一份400毫克的表面鏟取樣品（左）及一份42.6毫克的深層
鑽取樣品（右）。 理大圖片

獲借嫦五月壤獲借嫦五月壤 港理大析水含量港理大析水含量
同時探索作建材可能性 為日後航天員長駐月球奠科研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