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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
陽
「嫦四」或落月球南極

19351935年年1010月月：：出生於江西吉安出生於江西吉安

19641964年年1010月月：：參與了中國第一顆原子彈成功試爆參與了中國第一顆原子彈成功試爆

19691969年年99月月：：參與中國首次地下核試驗參與中國首次地下核試驗

19881988年年：：被任命為中國科學院地球化學研究所所長被任命為中國科學院地球化學研究所所長

19911991年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學部委員學部委員))

19921992年年：：向向「「863863」」計劃組提出建議計劃組提出建議，，中國應開展月球探測工程中國應開展月球探測工程

20032003年年：：出任中國月球探測工程科學應用首席科學家出任中國月球探測工程科學應用首席科學家，，被稱為被稱為「「嫦娥之父嫦娥之父」」

歐陽自遠簡歷

■■中國月球探測工程首任首席科中國月球探測工程首任首席科
學家學家、、中科院院士歐陽自遠中科院院士歐陽自遠。。

■歐陽自遠院士在位於國家天文台的辦公室接受
本報記者獨家專訪。 張巧玲 攝

在玉兔「生病」無法全面完成科學目標
的情況下，嫦娥四號任務如何安排，

成為外界關注的問題。歐陽自遠坦言，嫦娥
四號目前有一些科學家提出各自的見解，包
括在月球南極降落，試驗月面起飛技術，或
者直接飛往火星等等，科學家都可以發表自
己的想法，集思廣益，提供參考。

「肯定比嫦三要難」
歐陽自遠說，嫦娥三號從眾多的候選着陸
區中之所以選擇虹灣，因為首先要考慮軟着陸
的安全性，如地形平坦，能源充足，通訊方
便，科學問題比較集中，距離別人的着陸區比
較遠等，綜合評分結果選擇了虹灣。嫦娥四號
肯定會降落在新地方，也許地形更為複雜，科
學問題更為集中，「肯定比三號要難」。
「現在最好的月球高地是南極，誰都想去

南極」，歐陽自遠說，月球南極的隕石坑特
別大，「可以測到月球上最古老的一批岩
石」。此外，因為月球南極的太陽角度很
低，如果地形較高，可能一年有90%的時間
照着陽光，溫度穩定在零下60℃左右。但
是，降落月球南極的地形要求非常苛刻，在
山頂上降落有危險性。
至於探測神秘的月球背面，歐陽自遠說，

到月球背面會中斷通訊。只有一個辦法，派
出中繼衛星，把它們跟地球連接起來，但工
作極為複雜。所以，嫦娥四號將在正面尋找
更為艱難的地方。
歐陽自遠表示，有科學家希望嫦娥四號可

以着陸兩次，比如着陸了，幹了一些活，再飛
起來到另外的地方，也有科學家說，「我們不
如直接上火星去」。他表示，未來將根據嫦娥
四號的明確目標，設定科學探測任務。

探月工程伊始，歐陽自遠就力推加強與香港
科學界的合作。「中文大學的遙感做得好，科
技大學的數據處理非常出色，理工大學容啟亮
教授團隊做的取樣器全球聞名」，歐陽自遠對
本港各高校的專長如數家珍。他特地借本報採
訪感謝香港科學界同仁對探月工程的支持，
「我很欣賞香港科學家們的工作成果，他們很
有實力」。
歐陽自遠說，內地與香港在探月工程上有很多

合作。最早是在嫦娥一號任務時，香港大學理學
院院長郭新教授、香港中文大學校長助理徐揚生
教授、香港科技大學數學系陳炯林教授、香港理
工大學土地測量與地理信息學系主任陳永奇教授
四位著名科學家進入嫦娥一號科學家專家委員
會。這一委員會的作用十分關鍵，不僅可在最短
時間內無償獲得月球探測數據，還可對探月工程
所進行的科學問題提出意見。

冀兩地緊密合作
嫦娥三號任務，兩地的科學合作進一步深

入。嫦娥三號着陸器頂部的「相機指向機構系
統」，由香港理工大學工業系統及工程學系副
系主任容啟亮教授研發。這一機構系統，拍攝
月貌全景影像，以及整個月球車的釋放過程，
並進行月面運動監視。「容啟亮很了不起，所
有國家的取樣器都是他做的」，歐陽自遠堅
信，未來中國進行月球取樣返回時，容啟亮研
發的取樣器也將進一步發揮作用。

歐陽自遠坦言，他很欣賞香港科學家的工作
成果。香港科技大學利用嫦娥一號微波輻射觀
測數據做出的月球土壤層厚度和氦3分佈圖，令
歐陽自遠印象深刻。他說，當時內地也有多所
機構在做這幅圖，但是科技大學數學系的科學
家們利用簡單數學思路，將時間規定在正午、
子夜等同一條件下，其數據經過歸一化處理後
的規律性特別強，「數學家腦瓜很清晰，做得
更好」。
歐陽自遠說，在歐洲行星科學大會上，嫦娥

一號關於月球土壤層的厚度和氦3分佈圖與資源
量估算引發全球關注，被各國紛紛轉載。這份
報告正是香港科技大學數學系團隊的作品。
「借這個機會，我想感謝香港的合作者

們」，歐陽自遠對本報說，希望兩地共同為未
來的事業加強緊密合作，作出更多的貢獻。
「特別是後期，載人登月會取回很多樣品，還
有以後的太陽系探測等等，合作還多着呢。」
他笑着說。

談及中國探月，生病的玉兔最令人牽掛。「自
從第二個月晝下午以後，就發現玉兔的運動機構
不聽指揮了」，歐陽自遠說，當時很快就要月
夜，「我們非常擔心，玉兔能不能熬過去？」
歐陽自遠說，玉兔能夠度過寒冷的月夜有幾個
要求。首先，要把太陽能電池板也就是「翅膀」
蓋起來。因為月球車內有原子能的發熱器，「就
像屋子裡面生了暖氣一樣」，可以令月球車中儀
器的最低溫度保持在零下40℃以上。其次，玉兔
的桅杆要放下來，並用輪子在朝着太陽的方向刨
一條溝，然後斜着開進溝裡休眠，太陽能電池板
朝向太陽升起的方向，準備下一個月晝來臨時，
最早迎面接收到太陽的能量。
原定在休眠前的「蓋被」、「刨坑」一系列

動作，都由於玉兔故障而無法進行。歐陽自遠
說，當時知道出問題，就開始排查，但是還沒
排查出來，月夜就又到來。
到第三個月晝，人們發現玉兔居然醒了，但

運動機構仍然不執行命令。歐陽自遠透露，月
球車的運動部件，比如豎起來拍照的桅杆、月
晝張開月夜關閉的電池板、裝載着粒子激發X
射線譜儀的機械臂以及月球車的輪子，都不能
執行計算機發出的指令，沒法動彈。其他如全
景照相機等載荷還可正常探測。

憾未能走更長距離
「玉兔走了120米，其間要做的工作都做
了」，歐陽自遠說，X射線譜儀進行化學成分探
測，紅外光譜儀做礦物成分探測，特別是前人未
做過的測月雷達，進行月壤層和地下100多米深
的結構探測。玉兔原定將走更長的距離，計劃要
走到地質上是兩種岩石類型的地方，還要走過很

多大石塊，但很遺憾這些都沒能夠實現。
着陸器上除了降落相機和地形地貌相機外，

主要有兩個探測儀器——月基近紫外天文望遠
鏡和極紫外相機，都是人類第一次在月面進行
科學觀測。歐陽自遠說，天文望遠鏡拍到天龍
座和其他星座很多星星，未來要繼續觀察星星
們的變化，進行長期拍攝。極紫外相機，則主
要觀察地球的等離子體層的結構與密度變化，
了解太陽活動與地球空間環境變化的關係。

「病因」至今未明
歐陽自遠坦言，目前還無法得知玉兔確切的

「病因」。有分析說是由於月塵進入月球車的
活動部件，導致失靈，但全部活動部件都不動
彈，這看起來太過於巧合。也有說法要麼是電
子學元件壞了，要麼是計算機這一部分失靈了
等等，但還難以確認。
「玉兔出問題當然不是件好事情」，歐陽自

遠說，關鍵在於吸取教訓和如何進一步改進。
如果這次玉兔沒有問題，甚至我們自己也不會
知道它可能在哪些方面出事，這將促進工程未
來的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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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值中國嫦娥三號着陸器和玉兔月球車在

38萬公里外的月球進行第四個月晝探測之

際，中國月球探測工程首任首席科學家、中

國科學院院士、發展中國家科學院院士、國

際宇航科學院院士歐陽自遠在北京接受本報

獨家專訪。他詳述嫦娥三號任務取得的科學

探測成果，披露玉兔月球車的「病情」和可

能的「病因」，介紹嫦娥四號任務三大猜

想。歐陽自遠坦言，對於「嫦四」着陸點，

目前科學家有不同見解，包括在月球南極降

落，試驗月面起飛技術，或者直接飛往火星

等。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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讚港科學界「有實力」
■容啟亮與
其團隊研發
的「嫦三」
探測器上搭
載的「相機
指向機構系
統」。

資料圖片當前載人航天和探月工程是中國最受矚目的兩
大航天工程，其任務時間表都指向2020年前後，
最終目標分別是建立大型空間站和月球取樣後返
回地球。歐陽自遠表示，2020年後的中國航天有
兩大規劃，一是載人登月，二是開展太陽系探
測，「中國一定會飛得更遠」。

2020年後實現載人登月
歐陽自遠表示，載人登月必然是將載人航天
和月球探測聯合起來，已在業內討論了很長時
間，包括對實現載人登月的方式、方法和技術
等等，正在做充分準備。至於實現的時間，歐
陽自遠說，美國航空航天局局長格里芬曾說
過，假如中國人願意的話，他們可以在2020年
實現載人登月；葉培建院士（嫦娥一號衛星系
統總指揮兼總設計師）建議在2025年；中科院
制定的空間科學發展規劃則認為可能是 2030
年。「如果是在2020年至2030年之間，我希望
能夠盡快一些」。
中國的太陽系探測，包括探測火星、金星、小

行星、太陽、木星系統等。「我相信，中國的空
間探測計劃，載人就是月球了，不載人探測就是
太陽系。」歐陽自遠說。

2018年探測火星恰當
火星探測是目前國際深空探測的大熱門。歐陽

自遠表示，探月和探火對於推動中國的科學技術
進步來說，都是同等重要的。不同的是，月球探
測也許能為人類社會的持續發展提供能源和資
源，其意義主要體現在應用上。火星探測的意
義，則包括生命是否存在的問題，理論上的行星
起源問題，以及改造火星，為人類準備第二個棲
息地等問題。
不少消息稱，中國首次火星探測將於2018年實
現。歐陽自遠表示，由於火星探測的計劃還未被
國家批准，所以目前的時間表只能說人們在猜
測。火星探測的窗口大約是26個月來臨一次，這
也就意味着依次是2016年初、2018年、2020年
等等。2018年實施火星探測，是一個比較恰當的
建議和猜測。

「中國定會飛得更遠」

他研究月球探測，冷板凳一坐就二三十年，他
卻稱自己是最幸運的科學家；人們稱譽他為「嫦
娥之父」，但在他本人看來，堅決不同意「嫦娥
之父」的稱謂，嫦娥工程必須歸功於「嫦娥團
隊」；當掌聲為他響起時，他最津津樂道的事是
給小學生們講授太空探索課……這就是風範自遠
的大科學家歐陽先生。

歐陽自遠說自己是最走運的科學家。「我前面
搞了二三十年，因為中國沒有實力，怎麼能探測
月球？那是天方夜譚，但是必須作好各方面的準
備，然後熬啊熬啊，熬到1992年，中國有這個能
力了」。他微笑着回憶起那段「熬」過去的歲
月，「我當時有很堅定的信念，中國一定會搞月

球探測，也一定能夠搞，這是科技發展的趨勢，
是技術發展的要求，一個強大的國家不會違背這
些規律。這些我從未懷疑過，只是遲早而已」。

嫦娥一號、二號、三號圓滿完成任務，取得大
量科學成果，令歐陽自遠等探月人無比欣慰。至
於自己感受最深的，他說，「我們做這些事情，
沒有別的想法，就是希望國家能夠強盛」。

在接受採訪的過程中，歐陽自遠講起自己給小學
生們授課的經歷，津津樂道。「孩子們認真極了，
這是給我的莫大鼓舞」，「我最大的
心願，就是希望得到公眾特別是青少
年的理解和支持，激發青少年對科學
的熱愛和追求，這是無價之寶」。

■■玉兔月球車病因至今玉兔月球車病因至今
未明未明。。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給小學生講課的大科學家給小學生講課的大科學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