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嫦娥四号任务圆满成功
中国探月工程实现“五战五捷”

吴艳华介绍，2019年1月11日，嫦娥
四号着陆器和玉兔二号巡视器正常分离，
两器完成互拍，地面接收图像清晰完好；
中外科学载荷探测数据正常下传；“鹊桥”
中继卫星有效支撑测控通信需求；着陆
器、巡视器、中继星状态良好，达到既定工
程目标；工程任务转入科学探测阶段，探
月工程嫦娥四号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吴艳华介绍，嫦娥四号任务实现了多
个方面的创新：首次实现月球背面软着陆
与巡视探测，首次实现月球背面与地球的
中继测控通信，首次实现在月球背面着陆
器和月球轨道微卫星的甚低频科学探测，
运载火箭多窗口、窄宽度发射和入轨精度
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首次进行超地月距离
的激光测距技术试验，首次在月面开展生
物科普展示，首次开展国际合作载荷搭载
和联合探测。

吴艳华表示，中国探月工程自2004
年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立项以来，先后实
施了嫦娥一号、二号、三号、再入返回飞行
试验、嫦娥四号等5次任务，实现了“五战
五捷”。

以嫦娥四号任务圆满成功为标志，我
国探月工程四期和深空探测工程全面拉
开序幕。

嫦娥四号如何应对
月球背面复杂地形？

针对月球背面地形复杂，对嫦娥四号
着陆器和巡视器带来哪些挑战以及如何
解决的问题，嫦娥四号探测器系统总设计
师孙泽洲表示，着陆器通过自身导航、制
导精度的提高可实现在相对安全的着陆
区软着陆，目前来看实现了预期的
着陆精度。此外，巡视器对于跃
障和爬坡有较强的适应能
力，就目前掌握的着陆
区地形看，还没
有不能逾越
的障碍。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4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航天局副局长、探月工程副总
指挥吴艳华就嫦娥四号任务情况及我国后续深空探测计划进行了介绍。他表示，中国
2019年年底前后将发射嫦娥五号，实现区域软着陆及采样返回，探月工程将实现“绕、
落、回”三步走目标。

此外，中国计划在2030年前实施火星探测、小行星、木星探测等四次深空探测任
务，预计2020年首次发射火星探测器，实施火星环绕着陆巡视探测，后续还计划开展
火星采样返回、小行星探测、木星系及行星穿越探测等三次任务。

嫦娥四号总投入多少？
会上有记者问：在嫦娥四号工程

方面，总共投入是多少？
吴艳华介绍，嫦娥四号探测器是

嫦娥三号的备份产品，为更好地发挥
嫦娥四号的作用，中国航天局带领国
际国内科学家重新论证规划了这样
一次有意义的活动。我们经过论证，
按照月球背面探测的新目标实施这
次任务，花的钱不多，形象地说，可能
跟我们修一公里的地铁也差不多。

“鹊桥”中继卫星
李国平介绍，在轨运营的“鹊桥”

中继卫星后续还有三到五年的寿命，
欢迎国际社会利用我们鹊桥号中继
卫星继续开展科学研究工作。

嫦娥、玉兔二号现状
吴艳华在会上表示：媒体朋友很

关心嫦娥、玉兔，现在它们在休息，在
睡觉。12日已进入月夜时间，14天后
进入月昼才开始工作唤醒。关于未来
的探测，玉兔是要动的，动得越多越
好。根据探测，边上的大坑小坑很多，
西北方向相对平缓一点，未来玉兔二
号的行走方向是以西北方向为主，对
周围、月表环境进行探测，嫦娥着陆
器则在原地探测。

今年我国将发射嫦娥五号
实现区域软着陆及采样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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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火星
启动月球南极着陆任务
中国将论证建月球科研基地

据吴艳华现场介绍，目前，基本明确还有三
次任务：

一是嫦娥六号计划在月球南极进行采样返回，
具体是月背还是正面，要根据嫦娥五号的采样情况
来确定；二是嫦娥七号是在月球南极进行一次综合
探测，包括对月球的地形地貌、物质成分、空间环境
的探测；三是嫦娥八号除了继续进行科学探测试验
以外，还要进行一些关键技术的月面试验。

他表示，中国、美国、俄罗斯和欧洲等国家都
在论证，要不要在月球建立一个科研基地，或者
科研站，比如说采用3D打印技术，能不能在月亮
上利用月壤建房子等。这需要通过嫦娥八号验证
部分技术，为以后各国一起共同构建月球科研基
地，做一些前期探索。

中国空间站
预计2022年前后建成

国家航天局秘书长、新闻发言人李国平表
示，目前，中国的空间站正在建设过程当中，预计
到2022年前后建成。

在载人航天工程和空间站建设过程当中，中
国先后与俄罗斯、德国、法国、欧空局等多个国家
和组织开展了载人航天探测方面的合作。在空间
站建设过程中，后续希望在设备研制、空间应用、
航天员培训、航天医学等方面开展国际合作交流。

中国载人登月计划

吴艳华介绍，关于载人登月计划，美国特朗
普总统上任以后也提出了重返月球的计划，中国
也在组织科学家抓紧研究。目前都在研究当中，
还未到决策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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