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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探月精神

遨游星辰大海

从敦煌壁画里的飞天，到嫦娥奔月、玉兔捣

药、吴刚伐桂的神话故事，38 万公里外的那一轮

明月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魂牵梦绕的所在。

我们有梦想，但我们不耽于幻想。从嫦娥一

号到嫦娥二号，再到嫦娥三号、再入返回飞行试

验、嫦娥四号、嫦娥五号，一步一个脚印去追逐梦

想，奔月的故事变成现实。

2020 年 12 月 17 日凌晨，历经 23 天的太空之

旅，嫦娥五号返回器携带月球土壤样品在内蒙古

四子王旗着陆场安全着陆。这是时隔 44 年后人

类再次采回月球样品，也意味着我国探月工程

“ 绕 、落 、回 ”三 步 走 规 划 的 收 官 之 战 取 得 圆 满

成功。

圆梦之际，习近平总书记致贺电，深情勉励探

月工程任务指挥部并参加嫦娥五号任务的全体同

志“大力弘扬追逐梦想、勇于探索、协同攻坚、合作

共赢的探月精神，一步一个脚印开启星际探测新

征程，为建设航天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再

立新功，为人类和平利用太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作出更大的开拓性贡献”。

追梦之旅

伟大事业始于伟大梦想。进入新世纪伊始，

党中央高瞻远瞩，作出实施探月工程的重大战略

决策，确定“绕、落、回”三步走总体规划。即一期

工程（绕）：2007 年实现绕月探测；二期工程（落）：

2013 年前后实现月面软着陆探测与巡视探测；三

期工程（回）：2020 年前后实现月面采样返回。

5、4、3、2、1，点火！2007 年 10 月 24 日 18 时 05

分，伴随着一声震天巨响，我国首颗绕月人造卫星

嫦娥一号从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启程，飞向月球。

在轨工作 494 天，成功获取我国首幅月面图像，

2009 年 3 月 1 日受控撞月。嫦娥一号的圆满成

功，是中国探月“零的突破”，圆的是中国人科技自

立自强之梦，也是中华民族千年飞天揽月之梦。

时光永不停歇，中华儿女的逐梦之旅也未停

下脚步。

2010 年 10 月 1 日，嫦娥二号发射升空，完

成既定任务后不断拓展试验，并成为第一颗绕太

阳飞行的人造行星，创造了中国航天器数亿公里

的最远飞行纪录；2013 年 12 月 2 日，嫦娥三号

发射升空，不久后在月球西经 19.5°、北纬 44.1°

的虹湾区精准着陆，“玉兔号”的足迹刻在了月

球上；2014 年 10 月 24 日，再入返回飞行试验器

发射升空，为实施嫦娥五号奠定基础；2019 年

1 月 3 日，嫦娥四号软着陆在南极—艾特肯盆地

的 冯 · 卡 门 撞 击 坑 ， 率 先 在 月 背 留 下 人 类 印

记；2020 年 11 月 28 日，嫦娥五号进入环月轨

道 ， 不 久 后 首 次 实 现 我 国 月 面 无 人 自 动 采 样

返回。

从嫦娥一号到嫦娥五号，伴随着探月工程的

深入实施，浩瀚太空一次次留下中国人的印记，探

月精神的内涵也不断丰富，并发挥着强大的精神

引领作用，成为探月工程不断成功的制胜法宝。

“追逐梦想、勇于探索、协同攻坚、合作共

赢的探月精神，是‘两弹一星’精神的延续，是

最具时代特征的航天精神之一。”在国家航天局

局长张克俭看来，在探月工程中，我国科研人员

创造了多个国际、国内“首次”，这些无一例外

都是探月精神“勇于探索”的体现，也将继续推

动探月工程的深入开展，在攀登航天科技高峰的

征程中不断积累科学研究经验与成果，不断提升

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

曾经有人问，探月工程一共有多少人参加？

答案是：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因为，探月工程技

术挑战多，实施难度大，任务风险高，是一项复杂

的系统工程，包括港澳在内的数千家单位、数万名

科技工作者参加研制，卫生、航空、铁路等部门大

力协同、高效保障，开创了全民托举、万众创新的

持久发展局面。而协同攻克关键技术难题就是探

月工程取得成功的重要保障。

梦想背后

千年期盼，一朝梦圆。从初探月宫到详细勘

察，从月面巡视到月背探秘，从遥感观测到取样返

回，因为一次次的奔月之旅，我们的梦想逐渐丰

满，而参与探月工程的广大科技工作者正是实现

梦想的“追梦人”。

2013 年，嫦娥三号圆满完成“落”月任务后，

作为其备份的嫦娥四号何去何从这一问题摆在了

科研人员面前。一种声音是再实施一次类似于嫦

娥三号的落月任务，这样的好处是技术成熟，不需

要改造，工程风险小。但同时也有另一种声音，我

们不要做嫦娥三号的翻版，要着陆在月球背面。

很显然，后者不管是科学价值还是技术带动等，无

疑都更具优势，但风险也要大得多，因为这是连美

国都没尝试过的一次冒险。

反复论证、研讨，科研人员最终决定：就去月

球背面！为此，专门研制了一颗中继星，对嫦娥四

号做适应性改造，最终实现了人类首次月球背面

软着陆的壮举，率先揭开了月背的神秘面纱。“勇

于探索，就是要勇闯无人区、敢下先手棋；就是要

摆脱亦步亦趋的跟跑思维，从客观实际出发，选择

我们的战略目标；就是要坚持创新驱动，在探索未

知的道路上阔步前行。”探月工程的科学家们如是

表示。

科学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

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探

月工程的成功亦是如此。

比如，嫦娥五号任务，根据原来的计划是要使

用长征五号遥三火箭，于 2017 年 11 月发射。在这

之前要打两发试验火箭，也就是遥一、遥二。2011

年 6 月，嫦娥五号探测器就完成了全部研制工作，

准备好要去海南执行发射任务。没想到 2017 年 7

月 2 日长征五号遥二火箭发射失利，有一台一级

发动机飞行了 346 秒后停止工作，火箭直接掉到

了大海里。后来整整花了 908 天，才成功复飞。

这期间，研制团队两度以为问题解决了，但发现还

是没有找到问题症结，曾十分灰心失望。最后，大

家靠着一股子韧劲，加上科学细致的工作，终于找

到了问题的根源。这生动地说明，科学探索从来

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走过了失败的黑夜，才迎

来了光芒万丈的胜利。

勇攀高峰

时逢盛世，揽月九天。“探月精神”是新时

代航天重大工程项目中总结凝练出的宝贵精神财

富，是伟大民族精神、时代精神与探月工程实践

相结合的成果，是推动我国月球探测和深空探测

事业不断发展壮大的强大精神动力和文化源泉。

弘扬探月精神，勇攀科技高峰，一批又一批年轻

人正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航天报国”的铮

铮诺言。

2020 年 4 月 10 日，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探

测器抵达海口机场。清晨 6 点，探月与航天工程

中心的青年突击队员已提前抵达，做好沟通协调、

技术服务、后勤保障等工作。探测器抵达发射基

地时，已是夜里 10 点 30 分，待到全程卸车完毕，时

钟已指向凌晨 3 点。而这只是他们众多工作场景

中的一个缩影。为组织好我国首次火星发射任

务，今年夏季，部分青年突击队员在高温高湿的海

南发射场连续奋战了 4 个月。

星空浩瀚无比，探索永无止境。探月工程有

关负责人介绍，完成“绕、落、回”三步走以

后，我国月球探测的下一步目标将是“驻”，开

展月球科学深化研究与资源综合开发利用，同步

开展“建站”（建立月球科研站） 和“登月”（载

人登月技术突破），最终实现人机联合探测，开

发利用月球资源。近期，还将实施探月工程四

期，对月球极区开展资源勘查、科学研究及技术

验证；同时将与国际同行一道，按照“共商共建

共享”的原则，共同建设国际月球科研站。在行

星探测方面，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已

取得圆满成功，通过一次发射实现了火星环绕和

着陆巡视探测；后续则将实施小行星探测、火星

取样返回、木星系及行星际穿越等探测任务；同

时开展太阳系边际探测实施方案论证和小行星防

御的论证工作。

“目前，本着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我们正

在倡导建立国际月球科研站，努力在走向深空、探

索宇宙奥秘、增进人类福祉的新时代，矢志不移、

勇攀高峰，有更多创造，有更大作为。”中国探月工

程常务副总指挥吴艳华表示。

长征火箭助力探月工程
在中华民族“敢上九天揽月”的追梦征程中，中国运

载火箭技术研究院负责研制的长征三号甲运载火箭、长

征三号丙运载火箭、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长征五号运载

火箭凭借出色的适应能力、强大的运载能力、丰富的发射

轨道、精准的入轨精度脱颖而出，成为“嫦娥”奔月的最佳

搭档，助力探月工程的每一步。五战全胜是研制团队不

断追逐梦想、勇于探索的结果。

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分别在 2013 年 12 月 2 日、2018

年 12 月 8 日将嫦娥三号探测器及嫦娥四号探测器准确送

入预定轨道，是唯一一型两次发射“嫦娥”探测器的火

箭。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执行嫦娥四号探测器任务过

程中，为保证火箭准时执行任务，原本需要 1 个月完成的

17 次测试工作，要求 12 天内完成。

总装总测团队采用合并“同类项”的方法按时完成工

作。测试前，总装总测团队开展通知单和指导文件的再学

习；测试总指挥对每位测试人员设计交底；测试过程中出

现的突发情况，积极与设计人员沟通。前期的充分准备，

让测试人员提前解决潜在问题。例如，按照现有流程，一

次测试要拆装电缆 4 次，一次需要几个小时时间，且流程

复杂、工作量大。在梳理当前工艺规程，并将可合并的测

试合并后，一天就完成了 4次全箭测试和 2次分系统测试。

2020 年 11 月 24 日，长征五号遥五运载火箭将嫦娥

五号探测器送入地月转移轨道。这是自 2019 年 12 月 27

日长征五号遥三运载火箭成功发射算起，长征五号系列

运载火箭在 332 天内实现了“四连捷”，作为航天复杂系

统工程，长征五号运载火箭研制呈现出强耦合、强约束、

高风险、高动态的典型特点，每一次成功都不是对上一次

成功的简单复制，而是站在新起点上，用更高标准和更严

要求，从零开始做好每一项工作。

研制团队结合长征五号遥五运载火箭特点开展了质

量控制工作，制定了“4+23”的质量管控措施，对火箭发

动机等 4 项工作开展了专题分析，对产品制造、验收及总

装测试等环节采取质量控制措施 23 项，包括火箭飞行关

键动作指标闭合分析、设计特性全集分析与控制分析确

认、焊缝质量专项检查确认、环境适应性分析等。

面对“零窗口”挑战，研制团队大力开展技术创新和

管理创新，应用科学的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结合任务特

点制定发射方案，开展发射场流程精细化再造，以“零窗

口”“零故障”的完美表现，实现了高密度执行重大航天工

程任务，连战连捷的“自我超越”。

祖先的探月梦想由来已久，神话故事中，嫦娥服下丹

药，飞上月球。如今，现实中的“嫦娥”，在长征系列火箭的

托举下，已五度成功奔月，为探月工程搭起天梯，托举中国

人的探月梦想走向更深更远。 文/贾智云 金石开

上图上图 20202020 年年 77 月月 2323 日日，，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天问一号探测器由长征五号天问一号探测器由长征五号

遥四运载火箭成功发射遥四运载火箭成功发射。。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才才 扬扬摄摄

底图底图 着陆器地形地貌相机拍摄的玉兔二号在着陆器地形地貌相机拍摄的玉兔二号在 AA 点影像图点影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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