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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人公

吴伟仁：全国政协常委，航天测控通信与深空探测工程总体
技术专家，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际宇航
科学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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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嫦娥”，一个充满诗意的名字，体现了一个民族可上
九天揽月的豪情，凝聚着一个民族的智慧和力量。作为我
国复杂度最高、技术跨度最大的航天系统工程，探月充满
了挑战和风险，背后是一代代科学家跨越数十年接棒努力
的智慧成果。嫦娥揽月，梦圆中国。除了“月壤”，嫦娥
五号带回的依旧是那个让人振聋发聩的声音：走自主创新
的路，才能赢得尊重、赢得未来。

“中华民族奋斗的基点是自力更生，攀登世界科技高
峰的必由之路是自主创新。”纵观我国近几年在科技领域
飞速发展的成绩，无论是人类历史上最大单口径的射电望
远镜FAST、最大钻深堪比2个珠峰的海上钻井平台“蓝鲸
2号”，还是“墨子号”量子通信卫星，每一个都具有里
程碑般的意义。就像“奋斗者”号能扛住马里亚纳海沟一
万米处的水压 （相当于 2000 头非洲象踩在一个人的背
上），靠的是国产的新型钛合金材料一样，中国要变得更
强大，就必须把创新与发展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当然，无论是飞向更远的太空，还是下到更深的海
洋，自主创新的道路从来都不简单、更不轻松，但战胜困
苦、攻克难关后的成就感，会带给我们更多的精神财富。

记者曾采访全国政协委员、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工程总
设计师杨长风，他的一句话令人印象深刻：“巨人的肩膀
不让你站的时候，你就要想办法让自己成为巨人。”个中
深意，怕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能体会。

星载高精度原子钟成为“北斗”升空征途上绕不开的
“拦路虎”。当时，只有少数国家能够制造，但对我国实行
严格限制。那一刻，被人拿住“命门”的痛苦可想而知。

“国外对我们技术封锁，怎么办？自己干！”核心技术
终究得靠自己。面对“巨人”施出的技术封锁绝杀，我们
必须自创一派“中国功夫”。外部封锁越严，自主创新越
努力。不到两年时间，中国航天人就自主开发研制出稳定
度达到10~14量级的原子钟，授时精度50纳秒，300万年
只有1秒误差，彻底打破他国垄断。

事实再次证明，只有把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
能真正掌握竞争和发展的主动权，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
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

《周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孔子赞“刚
毅木讷，近仁”；屈原叹“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
求索”。“东方红一号”让我们叩响了太空的大门，载人航
天把我们的足迹带进了太空，探月工程使我们第一次与地
外天体亲密接触……在走向星辰大海的伟大征程上，中国
航天用60多年的实践告诉世界，从来没有什么上天的眷
顾，要发展只有靠自己的努力，只有自强才能赢得尊重。

自主创新是中国航天从诞生之日起就注定的道路。同
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没有捷径，不会是
坦途，唯有锲而不舍、自强进取。

我们必须自创一派“中国功夫”
本报记者 王慧峰

吴伟仁：
■探索未知世界，是人类的天性。我们总是想去了解生

命的起源、人类的起源、太空的起源、宇宙的起源，这种好
奇心，就是科学的精神。

■中国不搞竞赛，我们的探月工程有理性的态度，是以
科学探测、认识月球为主。

■我们国家发挥新型举国体制，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我们没有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嫦娥五号任务使用的就是
我们特色的“中国方案”。

（王慧峰 整理）

2030年前
在月球南极建科研站基本型

“遂古之初，谁传道之？
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
暗，谁能极之？冯翼惟象，何
以识之？……天何所沓？十二
焉分？日月安属？列星安
陈？……”

两千多年前，诗人屈原在
长诗《天问》中对天地、自然
和人世等一切事物现象进行想
象与发问。两千多年后，中国
人带着“天问”的精神飞向火
星，甚至更远的行星，拥抱星
辰大海。

就在“嫦娥”揽月而归之
际，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

“天问一号”探测器飞行里程
突破4亿公里，向着挑战探火

“绕落巡”一气呵成的创举踏
梦而行。如果“天问一号”获
得成功，将成为中国太空探索
领域的重要里程碑。

“嫦娥五号成功归来预示
着新的探索即将出发。”吴伟
仁透露，未来我国将重点发展
无人月球科研站，而备受关注
的载人登月也计日而待。

经过 100 多位科学家两
年多的充分论证，2030 年
前，我国将在月球南极建设
一个科研站基本型。吴伟仁
表示，随着后期科研站规模
的扩大，我们可以在月球上
进行3D打印和月球水、冰等
原位资源的开发利用等工
作，同时，也可以在月球上
开采矿物，“这都是未来发展
的方向”。有专家经过论证推
测，中国人有能力在2030年
前后实现载人登月。

我们不能老是跟在
人家后面走

“嘀嗒、嘀嗒”的秒针跳动
交织着愈来愈急促的“扑通、扑
通”心跳声，那一刻，世界上仿
佛只剩下这两种声音……
2020年的最后几周里，地月天
宫，好不热闹。随着带回1731
克月壤的嫦娥五号探测器成功
返航，中国探月工程“绕、落、
回”三步走圆满收官。

“六战六捷，硕果累
累啊！”作为中国

探月工程总设计
师，在欣慰中国

航天再创历史的同时，吴伟仁深
知这其中每一步的艰辛。

2008年 8月，55岁的吴伟
仁接棒年事已高的孙家栋院士，
担任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那
时，嫦娥一号首次绕月探测刚取
得圆满成功，吴伟仁怀着“强烈
的愿望、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
感”继续前行。

2004年立项并正式启动以
来，探月工程每一个大胆设想和
任务的成功实施，都是我国创新
能力的充分展示。虽然已经过去
了10多年，但吴伟仁依然记得
工程指导思想的清晰表述——

“技术先进，经济可承受，体现
当代水平，经得起历史检验”，
其中“当代水平”指的就是在方
案上不走美、俄等国的老路，要
体现21世纪的水平。

“我国并未在国际同一个水
平进行简单重复，而是以现代科
学技术实现自己的月球探测”。
在吴伟仁看来，中国航天除了自
力更生、自主创新，别无他路。
在他的坚持下，嫦娥二号工程创
新地提出“一探三”总体设计思
路，在成功探月的同时还使我国
成为第3个实现对日地拉格朗日
L2点和小行星探测的国家，开
辟了深空探测新领域；在他的主
持下，嫦娥三号实施了“自主导
航、自主避障”的软着陆方案，
在国际上首次成功实现无人自主
避障着陆，并开展月面原位探测
和巡视勘查，树立了中国航天的
新里程碑。

2019 年 1 月 3 日 10 时 26
分，嫦娥四号探测器成功着陆在
月球背面东经 177.6 度、南纬
45.5度附近的预选着陆区，并通
过“鹊桥”中继星传回了世界第
一张近距离拍摄的月背影像图，
揭开了月球背面的神秘面纱。

“那是一次前无古人的科学
探险。”一切就像发生在昨天一
样，再次提及两年前嫦娥四号探
测器在月球背面软着陆的最后
700秒，吴伟仁直言那种“惊心
动魄”的感觉令他永生难忘。对
于人类来说，月球背面一直是一
片神秘地带，想要在月球背面着
陆，一切只能“从零开始”。因
此，对于嫦娥四号的目标着落点
设在何处，科学家内部存在不同
看法。与此同时，“别人去过没
有？为什么没去？”的质疑和担
忧也从未停止。

“我们不能老是跟在人家后
面走。”在吴伟仁心里，中国航

天人不仅要成为人类航天史的创
造者，还要成为航天历史的改写
者。最终，凝聚着中国航天人勇
气和智慧的“玉兔二号”在嫦娥
四号的护送下翩然踏上月亮的背
面。目前，嫦娥四号着陆器和

“玉兔二号”月球车已在月球背
面完成第25个月昼探测，累积
工作749个工作日，获取了一系
列国际原创性科学成果，取得重
大国际影响。

月背探测是中国航天的首个
世界第一，是人类航天史上的重
大突破。为了表彰此次探索的巨
大成就，国际宇航联合会 70
年来首次将国际航天最高荣誉

“世界航天奖”授予吴伟仁等中
国航天科学家。此外，嫦娥四号
任务团队还获得了美国航天基金
会2020年度航天唯一金奖、国
际月球村协会自成立以来的首个
优秀探月任务奖和英国皇家航空
学会2019年度全球唯一的团队
金奖等多项殊荣。

“这说明只要真正创新，别
人就会服气。”吴伟仁感叹道。
这“服气”来自成千上万航天人
以国为重、夜以继日的矢志拼搏
和严慎细实、奋起创新的执着。

去月亮上干吗？

探索这个38万公里外的荒
芜星球，对我们有什么意义？

和其他科学家一样，这是吴
伟仁最常被问及的问题之一。

吴伟仁的书柜里并排放着3
本他在不同年代出版的著作，其
中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深空
远程通信系统工程》封皮已经破
损，但却是他最珍贵的收藏。那
个年代，以中国的国力而论，深
空探测无异于天方夜谭，旁人都
觉得写这样一本书简直就是异想
天开。“但我坚信，有一天我们
一定会做这件事。”

探月寄托着人们亘古的飞天
梦，这个梦，也一直被科学求知
的欲望持续推动。对科学与创新
的不断探求，终使我们的飞天揽
月梦从神话走向现实。

“月球已成为国家利益新的
战略制高点。”月球是距离地球
最近的天体，也是地球唯一的天
然卫星，其独特的空间位置和资
源，成为人类探索宇宙的前哨阵
地 和 试 验 场 。 吴 伟 仁 透 露 ，
1994年至今，多个国家和组织
纷纷加入月球探测行列，开启了
延续至今的第二轮探月高潮。其
间，探月的每一个大胆设想和每
一次成功实施，都是我们创新能
力的充分展示。从绕月到落月，
从月球正面到月球背面，从传回
数据到带回样品……从嫦娥一号
到嫦娥五号，伴随着一次次跨
越，中国航天的国际地位，由中
国航天人重新定义。

中国航天60多年的发展之

路表明，关键核心技术是花钱买
不来的，即使买来了也是不可
靠的，只有坚定不移走自主创
新之路，才能把命运牢牢掌握
在自己手中。吴伟仁介绍说，
作为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嫦娥
五号在立项之初，自主创新就
是其目标和主旨。为了带动航
天技术进步和发展，提升空间
技术整体能力，探月工程整套
工程体系都有创新性，包括使
用长征五号作为发射平台，带
动运载火箭技术发展；建立深
空测控网，使深空测控能力基
本实现全球覆盖，支撑整体任
务完成。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探月
工程系统地带动了我国航天科技
的整体发展。”吴伟仁说，通过
实施嫦娥五号任务这一迄今为止
复杂度最高、技术跨度最大的航
天系统工程，我国成功突破了一
系列关键技术，对于后续开展月
球及星际探测任务具有承前启后
的重大意义。

“航天的失败是差一点点的
成功，航天的成功是差一点点的
失败。”对航天工作者来说，成功
是硬道理。和无数航天人一样，吴
伟仁继续抱持着“失败不起、没有
退路、只能成功”的信念，如临深
渊，如履薄冰，一往无前。

探索宇宙路线图
令人遐想无限

中华民族从来不乏对宇宙的
想象。登月探火两路并进，而中
国人探索火星以外浩瀚宇宙的路
线图也令人遐想无限。吴伟仁透
露，未来我国还将实施小行星和
彗星探测、火星采样返回探测以
及木星及行星际穿越探测。此
外，在新中国成立 100周年前
后，我们的深空探测航天器将能
飞抵 150 亿公里远的太阳系边
际，构建太阳系全域到达能力和
恒星星际空间的探索能力，“为
人类深入认知太阳系边际和系内
行星的科学特征、探索地外生命
作出中国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伟大
事业都始于梦想，伟大事业都
基于创新，伟大事业都成于实
干。从人造卫星到载人航天，
从探月到迈向深空，既由好奇
心驱使，也受发展需求牵引，
中国人用自己的努力探寻着宇
宙的奥秘。吴伟仁表示，深空
探测永无止境，既充满风险，
也充满挑战和机遇，需要一代
又一代人接续奋斗。

“未来，我希望年轻人能够
沿着一代代航天人的足迹，不
惧孤寂、保持好奇，不断追逐
心中的星辰大海。”说这话时，
吴伟仁眼中闪烁着星芒，如同
他儿时躺在夜空下抬头凝望的
满天星光。

走，到月球和火星上去！
本报记者 王慧峰

飞天揽月，中国人千
百年来的梦想。从“嫦娥
奔月”，到“万户飞天”；
从屈原的“天问”，到王
勃的“天高地迥，觉宇宙
之无穷”，种种浪漫想象
背后，无不酝酿着一种求
索的渴望。

17 年来，从嫦娥一
号到嫦娥五号，我国探月
工程取得了“六战六捷”
的佳绩，实现了从“跟
跑、并跑”走向部分“领
跑”。正是对科学与创新
的探求，使我们的飞天揽
月梦从神话走进现实。

唯有自主创新才能赢
得尊重、赢得未来。虽然
无路标可寻，但这 17 年
最勇敢的脚步，让中国未
来走向太空的脚步越来越
铿锵有力。

吴伟仁领取国际月球村协会颁给嫦娥四号任务的吴伟仁领取国际月球村协会颁给嫦娥四号任务的““优秀探优秀探
月任务奖月任务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