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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发射探月卫星
当地时间 6时 22分（北京时间 8时 52分），

搭载“月船 1 号”的极地卫星运载火箭在斯里
赫里戈达岛的萨蒂什·达万航天中心点火，飞
离地面。

当天，印度总理辛格高度评价说：“我们的
科学家再次让这个国家骄傲，整个国家向他们
致敬。”

负责此次探测任务的印度空间研究组织主
席马达范·奈尔说：“这是历史性时刻。我们已
开始月球之旅。”奈尔说，一切跟踪数据表现正
常，印度希望借此次探月任务“解开月球之谜”。

这些仪器除了要绘制月球表面特征和地
形图外，还要研究月球的基本元素和矿物质
成分，测量太阳耀斑的发射比是进行这些研
究的一部分，在未来几年内，太阳耀斑有望变
得更加频繁，而且会更加剧烈。印度空间研
究组织(ISRO)在其网站说：“如果月球上存在
水冰，这些仪器中的几个将可以发现它们。”

纳伦德拉·班达瑞直到最近还一直负责
着印度空间研究组织的行星探索部，他在回
答记者的提问时，列出了“月球初航 1号”探
月项目的4个主要目标。

1.研究不稳定元素和化合物（其中可能
包括水）在白天是如何从炎热的月球表面转
移到两极的。

2.制作一张数字地图，垂直和水平方向
的清晰度都达5米。科学家可通过这张图为
未来的月球基地选择合适地点。

3.制作一张月球化学和矿物图。矿物光
谱仪将被用来测量电磁波频谱内近红外部分
长达 3微米的信号，为科学家提供有关两极
的水和可能的有机化合物的新资料。这些信
号是以前从没收集到的数据。

4.利用一个合成孔径雷达绘制月球的地
下特征图。

班达瑞说：“绘制地质学、矿物学和化学
同时并存的图像，将有助于我们确定不同的
地质学单位，利用这些单位将能检测早期月
球的演变史。” 孝文

17天后开始绕月
据美国宇航局太空网 22 日报道，“月船 1

号”预计飞行17天后进入绕月轨道。
“月船1号”探测器相当小，一边大约只有5

英尺（1.5米）长，净重仅为 1153磅（523公斤）。
它携带的有效载荷包括11个科学仪器，其中有
6个其他国家提供的仪器。印度制造的有效载
荷是：地形绘图照相机、月球激光测距仪、成像
光谱仪、高能X射线谱仪和月球撞击器。

印度空间研究组织发言人萨迪什表示，一
旦“月船1号”进入最终轨道，这个绕月飞行器将
在一个精心选定的位置释放出64磅（29公斤）重
的月球撞击器。撞击器在 18分钟的下降过程
中，将不断拍摄月球的表面图像，这颗撞击器的
外表印着印度国旗图案。“月船1号”可观察到月
球撞击器与月球相撞时击起的尘埃云团，并将
利用它上面的仪器对这个过程进行分析。孝文

数字记录印度太空探索之路
第3个 “月船1号”发射成功标志着印

度成为继中国和日本之后第三个向绕月轨道
发射探测器的亚洲国家。2007年9月，日本

“月亮女神”绕月卫星发射升空；同年10月，
中国首颗探月卫星“嫦娥一号”奔向月球。

4年 将近1000名科学家为“月船1号”

项目筹备了4年时间。

第6个 1980年7月，印度首次从本国

发射场用自制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卫星，从而
成为世界上第6个具有卫星发射能力的国家。

11件 “月船 1 号”携带 11 件探月仪

器，将对月球表面的化学、矿物、地形和重力
场展开探测研究，寻找月球表面稀有元素以
及有机物。其中，5件由印度研制，两件由美
国提供，其余4件分别来自德国、英国、瑞典
和保加利亚。

16颗 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印度

迄今拥有至少16颗绕地卫星，承担着无线电
通信、电视转播和天气预报等任务。

45年 印度1963年启动太空计划，研

发卫星和运载火箭，以减少对其他国家的依
赖，时隔45年后发射首个月球探测器。

8300万 “月船 1 号”造价 39 亿卢比

（约合8300万美元）。 除署名外均据新华社

印度跻身“探月俱乐部”
成功发射首个月球探测器，要绘制三维地理图为登月作准备

探月卫星承担哪些任务？

印度的登月计划
印度空间研究组织2003年提出“登月计

划”，共分3个阶段实施。
“月船1号”的发射是第一步。接下来，

印度准备在2011年实施“月船2号”项目，使
一个机器人车在月球表面实现软着陆。第三
步，2025 年实现印度宇航员登月。另外，印
度还计划2015年将首名宇航员送入太空。

印度首个月球探测器“月船1号”
22日发射升空。印度总理曼莫汉·辛
格称，这是印度的“骄傲”。按计划，

“月船 1 号”将在今后两年环绕月球，
勘察月球表面，绘制三维地理图，为印
度实现登月作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