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榫卯結構「月壤磚」
中國科學家模擬月壤成分燒磚 擬為月球基地就地取材

年內將上太空驗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中國預

計在2028-2035年論證實施月球科研站項目，在拓

展型階段，月球科研站將建設成為長期無人、短期

有人、功能完善、穩定運行的大型月基科研平台。

這樣的目標，令科學家們開始研究如何月球上就地

取材「蓋房子」。最新消息顯示，中國科學家模擬

月壤成分燒製成了「月壤磚」，磚體呈榫卯結構，

其抗壓強度是普通紅磚、混凝土磚3倍以上，有利

於未來拼裝建造月球基地。「月壤磚」預計年內搭

乘天舟八號貨運飛船飛往中國空間站，驗證力學、

熱學性能，以及能否經受得住宇宙輻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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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寶儀 廣州報道）港深創新及
科技園有限公司（下稱「港深創科園」）與中科院廣州
化學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中科檢測技術服務（廣
州）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科檢測」）日前在廣州簽
訂合作備忘錄，中科檢測將加入港深創科園創科生態系
統，為香港創新創業企業和人才提供專業諮詢、檢驗檢
測技術平台等科研生態合作服務，也為落戶園區企業進
行成果轉化並拓展內地市場提供便利。

提供專業諮詢服務 更好拓展內地市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從簽約雙方獲悉，根據合作備忘錄，

中科檢測將加入園區創科生態系統，提供專業諮詢、檢
驗檢測技術平台等科研生態合作服務，同時擬聘請數十
位科研人員和技術人員進駐園區，提供發展人才及培訓
教育。其次，中科檢測的自行研發項目計劃參與到港深
創科園的IGNITE企業躍進計劃當中，推動園區初創企
業實現科研成果轉化及商品化。中科檢測還將作為港深
創科園的生態合作夥伴，攜手推動粵港澳大灣區一體化
創新技術服務體系的發展。
港深創科園公司行政總裁馬惟善接受記者採訪時表
示，港深創科園首批大樓將於今年底前逐步落成。作
為全新園區，馬惟善希望發揮香港基礎科研人才眾
多，以及金融、法律、知識產權保護等與國際接軌的
優勢，發揮園區「超級聯繫人」和「超級增值人」的
作用，把海內外公司引進來、走出去。同時，馬惟善
期待下一步得到中央及香港特區政府支持，關於「四

流」即人才流、物資流、資金流和數據流的創新跨境
政策盡快出台並完善，為科研人才和創新企業提供更
多的發展機會。
未來，港深創科園要建立產學研平台，邀請世界各地

頂尖人才和企業到香港做科研及成果轉化，而在產品市
場化之前完成檢測認證，科研成果轉化是必不可少的一
個步驟。作為內地最有公信力的第三方檢測機構，中科
檢測正好可以解決一個痛點，為創科企業在做成果轉化
時提供便利，經過檢測認證後產品也可以更好地拓展內
地市場。「我們期待中科檢測成為首批為港深創科園提
供諮詢、認證、檢測技術服務的企業之一，並將他們涵
蓋多個領域上下游供應鏈的專業知識與經驗，帶進園區
的創科生態圈，與我們共同發揮產、學、研協作的群聚
效應，為香港以及大灣區的創科發展添力賦能。」

年底前設辦事機構 進駐數十名科研人員
中科檢測黨總支書記、董事長及總經理靳燾表示，今

年底之前中科檢測將先在園區設立辦事機構，建設約
2,000平方米的辦公場地和實驗場地，進駐數十名科研人
員，並在環境生態、生命健康、高新技術等方面為園區
企業提供服務，也為香港創新創業提供一個科研開發平
台，「圍繞香港市場要求及園區企業痛點開展科技合
作，為香港完善創科生態圈與推進新型工業化、壯大創
科人才庫、推動數字經濟與智慧香港建設、積極融入國
家發展大局等方面做好高質量配套服務，助力香港加速
實現國際創科中心願景。」

中科檢測助力港深創科園科研成果轉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盧靜怡 廣州報

道）在廣州中醫藥大學百年校慶前夕，香
港文匯報記者從廣州中醫藥大學獲悉，20
日，該校與香港位元堂共同主辦的粵港澳
中醫藥傳承創新高質量發展國際論壇在香
港舉辦。中央駐港聯絡辦協調部部長朱
文、廣聯部副主任胡啟明，香港行政會議
成員、全國政協常委高永文，香港立法會
議員、香港註冊中醫學會會長陳永光教授
等出席了本次活動。

位元堂捐獻百萬港幣 助力人才培養
據了解，廣州中醫藥大學與位元堂共同
申請建設「粵港中醫藥國際合作基地」，
雙方深度合作，在人才培養、醫療服務、
科技創新、中醫藥文化傳播等方面扎實開
展合作。會上還進行了廣州中醫藥大學
「位元堂獎學金」簽約儀式。位元堂將向
廣州中醫藥大學捐獻100萬元港幣，用於促
進中醫藥教育事業發展，獎勵和資助學校
優秀學生順利完成學業和就業，為社會培
養更多更好的優秀人才。
位元堂藥業控股有限公司主席鄧清河表
示，廣州中醫藥大學為中醫藥的高質量發
展作出了卓越貢獻，培養了無數中醫藥人
才。如今，在全球範圍內，中醫藥受到越

來越多的關注和認可，中醫藥國際化發展
迎來前所未有的機會，相信此次論壇將進
一步推動中醫藥的傳承創新和國際化發
展。

廣中醫：匯聚優勢資源惠及更多民眾
廣州中醫藥大學副校長、第二附屬醫院
（廣東省中醫院）院長張忠德表示，在推
動粵港兩地中醫藥交流與合作上，粵港雙
方做出了諸多努力，取得了豐碩成果。他
指，香港是我國優秀文化對外傳播的橋頭
堡，希望借助本次論壇，在粵港澳大灣區
中醫藥高地建設、中醫藥的國際化和現代
化以及中西醫融合療效優勢方面有更深入
的探索。
廣州中醫藥大學黨委書記陳文鋒表示，

學校作為粵港澳大灣區唯一一所中醫藥大
學，不斷密切粵港澳三地中醫藥領域合
作，主動推進高水平教育開放。希望以此
次論壇為契機，緊抓粵港澳大灣區「一點
兩地」全新定位，進一步加強學校與港澳
中醫藥業界交流合作，更好匯聚三地中醫
藥優勢資源，培養一流中醫藥人才，發揮
中醫藥綜合優勢，使中醫藥惠及更多民
眾，更好滿足大灣區民眾多樣化、多層次
的健康需求。

粵港共申建設中醫藥國際合作基地

月球科研站時代，如何進行

月球原位資源利用是學界和公

眾都關注的問題。國家航天局探月與航天

工程中心研究員裴照宇等多位權威專家發

表的科研文章顯示，中國如何實現月球資

源利用的創新發展和國際引領；如何以月

球原位資源利用活動為槓桿撬動月球科研

站的可持續高效率構建與高效益運營；如

何獲得更有顯示度的科研成果和社會效益

等一系列重大問題，亟須在月球資源利用

目標制定、頂層任務規劃和地面支撐條件

建設等維度開展有針對性的戰略研究。

在現有規劃任務中，中國已開始計劃對月

球資源利用進行多項實驗。據介紹，嫦娥七

號擬着陸於月球南極，將對月球南極陽照區

和永久陰影區內的水及揮發分等賦存形態開

展遙感與採樣分析相結合的證認式勘查，預

期成果將有力支撐後續的月球水冰資源開發

活動；嫦娥八號擬着陸於月球南極，與嫦娥

七號一併構建形成月球科研站基本型，並在

月面上首次實施月壤光熱熔融成型、移動式

礦物資源詳查等原位資源利用新技術驗證。

專家：月球資源利用領域發展潛力巨大
裴照宇在文章中指出，月球資源利用領域

發展潛力巨大。在利用月球資源初期，有望

實現生命保障（生保）物資、科研站基礎設

施、部分稀貴金屬月基提取與轉化利用新技

術驗證，為月球科研站自我擴建和載人登月

活動補充部分物資；在月球資源利用的中

期，可以實現水/氧氣/氫氣等生保和推進劑

的規模化生產，可利用月基礦物資源提取並

製造零部件、建造小規模月基建築，部分物

資將不依賴於地球；在月球資源利用的遠

期，可構建出網點化功能站，如極區水冰提

取站、稀貴金屬冶煉站、月基製造站和月基

發射場等，絕大多數物資將不依賴地球的運

載，並可實現月基發射。

冀盡早啟動規劃 實現國際引領性優勢
研究文章也指出，雖然 NASA 在世界上

率先啟動了月球資源利用預先研究工作和

月球資源評估工作，但因航天任務立項和

經費制約，相關成果多屬於地面驗證階

段，暫未形成絕對引領地位。可以預見，

在未來的20到30年，中國的國際月球科研

站將與世界各航天大國的月球探測與資源

利用計劃在同一歷史節點、同一場景（月

球南極區域），展開比對性競爭。

裴照宇在文章中建言，中國在月球科研站

立項建設的初期，應盡早啟動月球資源體系

架構規劃、基礎研究及載荷研發能力建設，

引導國內國際同行開展有約束的高效研究，

這有望實現高起點、高品質集群創新態勢，

進而實現月球資源利用領域的國際引領性優

勢。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

聚焦月球資源利用 中國將檢驗多項新技術

剛剛公布的中國《國家空間科學中長期發展規劃》顯示，論證實
施月球科研站已納入中國2028-2035年的規劃。國家航天局系

統工程司司長楊小宇表示，月球科研站的基本型階段要建設成為功
能和要素基本齊備的月基綜合性科研平台；拓展型要建設成為長期
無人、短期有人、功能完善、穩定運行的一個大型月基科研平台，
具備全月面科學研究、資源開發和技術驗證能力。這樣的目標，令
如何在月球上蓋房子的預先研究備受關注。

使用5種模擬月壤成分 3種燒結工藝
央視新聞報道，中國科學家模擬月壤成分燒製而成的「月壤
磚」，預計年內搭乘天舟八號飛往空間站。國家數字建造技術創新
中心、華中科技大學教授周誠表示，科研人員用實驗室模擬出的月
壤材料類似於地球土壤，製作成磚需要進行高溫燒製。採用電磁感
應燒結爐可以在十分鐘左右將溫度加熱至1,000℃以上，「月壤磚」
即可燒製完成。燒製過程中沒有其他材料添加物，採用100%原位成
型工藝方法（即：月球就地取材，直接利用月壤、太陽能、礦產等
月面原位資源來蓋房子），這也是在未來月球基地建造中非常有潛
力的建造方式。
值得一提的是，「月壤磚」還使用了5種不同的模擬月壤成分、3
種不同的燒結工藝。周誠介紹，「月壤磚」的5種不同的成分，有模
擬月海也就是嫦娥五號落月之處的成分，也有未來嫦娥八號落月地
的成分。這將為後續月球基地的建設提供更準確的科研數據。

建築材料月面挑戰：溫差輻射月震
專家表示，要在月面蓋房子，「月壤磚」首先會遭遇溫度劇烈變

化，月晝溫度超過180℃，月夜又到-190℃。由於沒有大氣保護，大
量宇宙輻射和許多微隕石會撞擊到月球表面，同時還有震動頻率高
的月震，都會對月面建築材料的力學性能、熱學性能和抗輻射性能
提出苛刻要求。為搞清楚「月壤磚」能不能勝任月球造房子的任
務，科學家們將其送往中國空間站。在完成太空實驗後，第一塊
「月壤磚」預計將在2025年年底返回地球。

●「月壤磚」在真空裝置中加熱到1,000℃以上。 網上圖片

●模擬「月壤磚」預計年內搭乘天舟八號貨運飛船飛往中
國空間站。 網上圖片

●國家數字建造技術創新中心、華中科技大學教授周誠表示，「月壤磚」燒製
過程中沒有其他材料添加物，採用100%原位成型工藝方法。 網上圖片

●「月壤磚」磚體呈榫卯結構，有利於未來拼裝建造月球基地。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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