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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卡门撞击坑在月球上的位置。
NASA资料图

冯·卡门撞击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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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月后，通过鹊桥中继星的“牵线搭
桥”，嫦娥四号探测器进行了太阳翼和定
向天线展开等多项工作，建立了定向天线
高码速率链路，实现了月背和地面稳定通
信的“小目标”。

记者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了解
到，鹊桥中继星于2018年12月14日成
功与嫦娥四号着陆器、巡视器组合体建立
了前向/返向通信链路连接。前向链路指
地面站将遥控指令发给鹊桥并转发给嫦
娥四号；返向链路指嫦娥四号将数据通过
鹊桥转发到地面。

据介绍，这个中转过程会产生60秒
左右的时间差。

11时40分，嫦娥四号着陆器监视相
机C获取了月背影像图并传回地面。这
是人类探测器在月球背面拍摄的第一张
图片。

●背景知识

此前的月背图片
都是在月球上空远距离拍摄的

1959年10月7日，苏联“月球三号”探
测器传回月球背面的第一张照片。1965
年7月20日，苏联“探测器三号”传送回了
25 张画质更好的月球背面照片，分辨率
比“月球三号”高了许多，从照片中可以看
到月球背面有一条长数百公里的链状陨
石坑。

2010年12月21日，美国国家航空航
天局（NASA）的“月球勘测轨道器”拍摄
了一组“惊人”的月球背面照片，这些照片
呈现的细节精细程度创下了历史纪录。
根据这些最新照片数据，美国绘制了月球
背面数字海拔地形图。

综合新华社、《科技日报》等

嫦娥四号成功实现
人类首次月背软着陆
并传回世界第一张

近距离拍摄月背图片
2019年1月3日10时26分，嫦娥四号探测器

自主着陆在月球背面南极-艾特肯盆地内的冯·卡门
撞击坑内，实现人类探测器首次月背软着陆。

11时40分，嫦娥四号着陆器获取了月背影像图
并传回地面。这是人类探测器在月球背面拍摄的第
一张图片，可以说是人类第一次揭开古老月背的神
秘面纱。

经过约38万公里、26天的漫长飞行，1
月3日，嫦娥四号进入距月面15公里的落
月准备轨道。

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大厅内，随着
现场工作人员一声令下，嫦娥四号探测器
从距离月面15公里处开始实施动力下降，
探测器的速度逐步从相对月球1.7公里/秒
降为零。

在6到8公里处，嫦娥四号进行快速姿
态调整，不断接近月球；在距月面100米处
开始悬停，对障碍物和坡度进行识别，并自
主避障；选定相对平坦的区域后，开始缓速
垂直下降。最终，在反推发动机和着陆缓
冲机构的“保驾护航”下，一吨多重的嫦娥
四号成功着陆在月球背面东经177.6度、南
纬45.5度附近的预选着陆区。

冯·卡门撞击坑直径大约180公里，是太阳系中已知最大
的撞击坑之一，被认为对研究月球和太阳系早期历史具有重要
价值。而冯·卡门坑所在南极-艾特肯盆地则是一个非常古老
的大型盆地，地形起伏达6000米，直径达到2600公里。

冯·卡门撞击坑的特点在于：第一，地势比较平坦，适合探
测器着落；第二，年龄古老，距今40亿年以上，后期可挖掘出月
球雨海纪玄武岩样本；第三，多个证据显示雨海纪时冯·卡门撞
击坑存在重复撞击、月壳多次熔融，其表层或者浅表月壤中很
可能有早期撞击暴露出的深层月幔物质。综合多个因素，着陆
冯·卡门撞击坑的科学意义重大，未来的发现也值得期待。

“月球背面是一片难得的宁静之地，屏蔽了来自地球的无
线电信号干扰。这次探测可以填补射电天文领域在低频观测
段的空白，将为研究恒星起源和星云演化提供重要资料。”探
月工程嫦娥四号任务新闻发言人于国斌说。

●背景知识

冯·卡门

冯·卡门撞击坑以航天工程学家西奥多·冯·卡门命名，他
是人类航空史上的里程碑式人物，齐柏林飞艇、风洞、滑翔机、
火箭等20世纪几乎一切实际飞行和模拟飞行的成功都与他有
密切关系。他所在的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实验室后来成为美
国国家航空和航天喷气实验室，我国著名科学家钱伟长、钱学
森、郭永怀都是他的亲传弟子。

成功软着陆

月球背面，南极-艾特肯盆地内，
冯·卡门撞击坑

着陆器监视相机拍摄了
月球背面的第一张图像

嫦娥落月!

●背景知识

嫦娥四号的特制腿部

嫦娥四号的腿学名叫“着陆缓冲机
构”。每条腿都包含1个主腿和2个副腿，
各有分工。着陆前，副腿推着主腿向外侧
展开，锁定在规定角度；主腿负责在着陆时
安全支撑、吸收冲击力。为了在减轻重量
的同时保证强度，主腿和副腿的外壳被设
计成又长又薄的圆筒，采用了强度极高的
铝合金材料，其中还填充有缓冲蜂窝材
料。研制期间，五院技术人员攻克了多项
工艺制造难题。

在嫦娥四号的腿上，还长着脸盆一样
的圆形大脚掌，这种设计可以更好地防止
它在着陆时摔倒。大脚掌外观简单，内部
构造却十分复杂。其中央装有一个形状特
别的金属结构，如同足弓，可以有效分散冲
击力。脚掌里还填充了致密的蜂窝材料，
以起到缓冲作用。

硬着陆与软着陆

早期登月探测器采用的是硬着陆，也
就是不顾设备的安全，只求把探测器“扔”
到月球上。比如苏联于 1958 年发射的月
球1A探测器，按计划要撞击月球表面，以
硬着陆的方式到达月球表面，最终在第 6
次尝试时获得成功。

在嫦娥四号之前，世界上只有中美苏
完成了在月球表面的软着陆。最近一次就
是嫦娥三号成功在月球虹湾着陆，再上一
次就要追溯到1976年苏联的月球24号了。

到目前为止，前后共有19个着陆器在月
面成功降落，如果算上硬着陆或者撞击月面
的探测器，那么数量要超过50个。这些航天
器中，嫦娥四号是最特别的一个，不仅是在月
球背面软着陆，还要释放月球车“玉兔二号”。

1月3日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拍
摄的降落过程（示意图）。 新华社发

嫦娥四号着陆器监视相机C拍摄的着陆点南侧月球背
面图像，巡视器将朝此方向驶向月球表面。 新华社发

着陆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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