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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电 中共中央、国
务院、中央军委11日就探月工
程嫦娥四号任务圆满成功向
探月工程嫦娥四号任务指挥
部及参加探月工程嫦娥四号
任务的全体同志发去贺电。

贺电说，在探月工程嫦
娥四号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之

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
军委向参加这次任务的全体
科技工作者、干部职工、解放
军指战员，表示热烈祝贺和
亲切慰问！

嫦娥四号任务是我国探
月工程四期的首次任务，在
人类历史上首次实现了航天

器在月球背面软着陆和巡视
勘察，首次实现了月球背面
同地球的中继通信，并与多
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开展了具
有重大意义的国际合作。这
是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亲切关怀和坚强领导
下 ，航 天 战 线 坚 持 自 力 更

生、自主创新取得的又一重
大成就，是我国由航天大国
向航天强国迈进的重要标志
之一，是新时代中国人民攀
登世界科技高峰的新标杆新
高度，是中华民族为人类探
索宇宙奥秘做出的又一卓越
贡献。

新华社电 1月 11日，嫦娥
四号着陆器与玉兔二号巡视器
正常工作，在“鹊桥”中继星支持
下顺利完成互拍，地面接收图像
清晰完好，中外科学载荷工作正
常，探测数据有效下传，搭载科
学实验项目顺利开展，达到工程
既定目标，标志着嫦娥四号任务
圆满成功。至此，我国探月工程
取得“五战五捷”。

科研人员根据导航相机拍摄
的着陆周围地形信息，对巡视器进
行了路径规划，通过“鹊桥”中继星
发送了拍照遥控指令。巡视器全
景相机对着陆器进行成像，着陆器
地形地貌相机对巡视器成像。

经过地面数据接收与处理，
16时 47分，北京航天飞行控制
中心大屏幕上呈现出着陆器和
巡视器的互拍影像图。图像清
晰显示了着陆器和巡视器周围
的月背地形地貌，两器上的五星
红旗分外醒目。

嫦娥四号探测器自1月3日
顺利着陆月球背面预选区域以
来，完成了中继星链路连接、有
效载荷开机、两器分离、巡视器
月午休眠及唤醒、两器互拍等任
务。工程任务圆满成功后，嫦娥
四号任务将转入科学探测阶段，
着陆器和巡视器将继续开展就
位探测和月面巡视探测。

“中国的这一成功产生了
巨大的心理轰动效应”，俄罗斯
齐奥尔科夫斯基航天研究院院
士亚历山大·热列兹尼亚科夫
对记者表示，确保探测器在月
球背面着陆的技术特别复杂，
此前任何国家都未能做到。

韩国《朝鲜日报》说，北京
地面飞行控制中心通过“鹊桥”
中继卫星监控了降落全程，没

实施任何干预操作。此次任务
再次验证了中国航天的自主垂
降技术，即使在不能提供精确
地形信息的区域也能成功完
成，这是中国航天又一大突破。

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
说，“嫦娥”飞天重燃全球探月
热情。在科学家看来，通过中
继卫星把月球背面的图像传回
地球是“惊人的成就”。

俄罗斯国立斯滕伯格天文
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弗拉基米
尔·苏尔金对记者说，月球背面
与朝向地球的一面外观差别很
大，其成因是谜。“海外研究者
非常希望了解嫦娥四号及其月
球车传回的探测数据，中方从
月球背面获取的任何实地探测
数据都是非常重要的成就。”

不仅嫦娥四号探测器与玉兔

二号巡视器受世界瞩目，此次任
务的着陆点——月球艾特肯盆地
的冯·卡门撞击坑也自带“流量”。

美国《福布斯》杂志认为，
在地球上可以做的地质研究是
有限的。幸运的是，像嫦娥四
号这样的航天器或许能带来更
多希望，它配备有探地雷达等
设备的着陆探测器，将为揭开
这些科学谜团带来一丝曙光。

嫦娥四号@玉兔二号：来！玩个互拍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致电祝贺探月工程嫦娥四号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让全球倾倒!“嫦娥”魅力何在?
新华社电 中国国家航天局11日宣布，中国探月工程嫦娥四号任务圆满成功。
嫦娥四号任务是中国探月计划迈出的又一重要步伐，实现了人类探月史上多个“首次”：首次将中继卫星部署

在地月拉格朗日L2点上；首次使人类探测器在月球背面软着陆；首次开展低频射电天文观测与研究。
这些“首次”让全球航天界同行与媒体倾倒，而这背后的技术水平、月球研究的潜力、中国探索太空的魄力和国

际合作的精神，是“嫦娥”真正魅力所在。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贺电
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实现航天器在月球背面软着陆和巡视勘察

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大屏幕上拍摄的着陆器（右）和巡视器互拍画面 新华社发

月球上的水是全球无数科
技迷讨论的话题，“嫦娥”能有
什么新发现？英国《卫报》说，
了解月球土壤中的水是如何产
生和分布的，对建立一个更持
久的人类月球前哨站至关重
要。嫦娥四号可能有助于解释
月球土壤中富含水的一种理
论：它是由太阳风和土壤中矿
物质之间的反应产生的。

瑞典空间物理研究所研究

员马丁·威泽说：“人们正试图
在实验室复制这一过程，但要
想做对真的很难。确实，唯一
的办法是去月球表面开展研
究。嫦娥四号处在研究这一过
程的理想地点。”

《日本经济新闻》评论说，
进入 21世纪后，让探测器在月
球着陆成功的只有中国。

“开放与共享”是嫦娥四号
任务秉承的理念。在这个平台

上，中国与荷兰、德国、瑞典、沙
特阿拉伯、俄罗斯、美国等多国
携手，共探宇宙奥秘。

中国国家航天局 10日还
透露，嫦娥四号任务发射前，美
国航天局月球勘测轨道器
（LRO）团队与嫦娥四号工程团
队密切沟通，商讨利用美方在
月球轨道部署的 LRO卫星观
测嫦娥四号着陆，开展科学研
究。美方提供了 LRO卫星的

轨道数据，中方提供了着陆时
间和落点，双方期待将有更多
科学发现和成果。

通过国际合作和技术分享来
拓展人类对宇宙的认知是全球
航天界共识。“中国正与许多国际
伙伴合作，而且合作越来越多，”
维默尔－施魏因格鲁伯说，“我不
认同那种因为担心技术外流而
拒绝合作的做法。在我看来，技
术只会因为拒绝分享而消亡。”

这是中国航天又一大突破

让探测器在月球着陆成功的只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