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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纪是人类全面探测太阳系的新时代。 当代的太阳系探测

以探测月球与火星为主线，兼顾其他行星、矮行星、卫星、小行星、
彗星和太阳的探测；研究内容涉及太阳系的起源与演化，各行星形

成和演化的共性与特性，地月系统的诞生过程与相互作用，生命的

起源与生存环境，太阳活动与空间天气预报，防御小天体撞击地球

及由此诱发的气候、 生态的环境灾变， 评估月球与火星的开发前

景，探寻人类移民地外天体的条件等重大问题。
月球是地球唯一的天然卫星， 是离地球最近的天体。 自古以

来，她寄托着人类的美好愿望和浪漫遐想，见证着人类发展的艰难

步伐，引出了许多神话传说与科学假说。 月球也一直是人类密切关

注和经常观测的天体， 月球运动和月相的变化不仅对人类的生产

活动发挥了重大作用， 还对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文明进步产生

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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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球探测是人类走出地球摇篮，迈向浩瀚宇宙的第一步，也是

人类探测太阳系的历史开端。 迄今为止，人类已经发射 110 多个月

球探测器， 成功的和失败的约各占一半。 美国实现了 6 次载人登

月，人类获得了 382 千克的月球样品。 月球探测推动了一系列科学

的创新与技术的突破， 引领了高新技术的进步和一大批新型工业

群体的建立，推进了经济的发展和文明的昌盛，为人类创造了无穷

的福祉。 当前，探索月球，开发月球资源，建立月球基地，已成为世

界航天活动的必然趋势和竞争热点。 我国在发展人造地球卫星和

实施载人航天工程之后，适时开展了以月球探测为主的深空探测。
这是我国科学技术发展和航天活动的必然选择， 也是我国航天事

业持续发展，有所作为、有所创新的重大举措。 月球探测将成为我

国空间科学和空间技术发展的第三个里程碑。
中国的月球探测，首先经历了 35 年的跟踪研究与积累。 通过

系统调研苏、美两国月球探测的进展，综合分析深空探测的技术进

步与月球和行星科学的研究成果， 适时总结与展望深空探测的走

向与发展趋势。 在此基础上，又经历了长达 10 年的科学目标与工

程实现的综合论证，提出我国月球探测的发展战略与远景规划，系
统论证首次绕月探测的科学目标、工程目标和工程立项实施方案。
2004 年初， 中央批准月球探测一期工程———绕月探测工程立项实

施。 继而，月球探测二、三期工程列入《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

规划纲要（2006~2020 年）》的重大专项开展论证和组织实施。 中国

的月球探测计划已正式命名为“嫦娥工程”，它经历了 2004 年的启

动年、2005 年的攻坚年和 2006 年的决战年， 攻克了各项关键技

术，建立了运载、卫星、测控、发射场和地面应用五大系统，进入了

集成、联调、试运行和正样交付出厂，整个工程按照高标准、高质

量和高效率的要求，为 2007 年决胜年的首发成功，打下了坚实的

基础。
中国的“嫦娥一号”月球探测卫星，为实现中华民族的千年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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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即将飞出地球，奔赴广寒，对月球进行全球性、整体性与系统性

的科学探测。 为了使广大公众比较系统地了解当今空间探测的进

展态势和月球探测的历程， 人类对月球世界的认识和月球的开发

利用前景，中国“嫦娥工程”的背景、目标、实施过程和重大意义，上
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在三年前提出了编辑出版《嫦娥书系》的创意和

方案，与编委会共同精心策划了《逐鹿太空》、《蟾宫览胜》、《神箭凌

霄》、《翱翔九天》、《嫦娥奔月》和《超越广寒》六本科普著作，构成一

套结构完整的“嫦娥书系”。 该书系的主要特点是：
（1） 我们邀请的作者大多是“嫦娥工程”相关领域的骨干专家，

他们科学基础坚实，工程经验丰富，亲身体验真切，文字表述清晰。
他们在繁忙紧张的工程任务中，怀着强烈的责任感，挤出时间，严
肃认真，精益求精，一丝不苟，广征博引，撰写书稿。 我真诚地感激

作者们的辛勤劳动。
（2） “嫦娥书系”是由六本既各自独立又互有内在联系的科普

著作构成的有机整体。 其中《逐鹿太空———航天技术的崛起与今日

态势》，系统讲述人类航天的艰难征途与发展，航天先驱们可歌可

泣的感人故事；《蟾宫览胜———人类认识的月球世界》，系统描述人

类认识月球的艰辛历程，由表及里揭示月球的真实面目，追索月球

的诞生过程；《神箭凌霄———长征系列火箭的发展历程》，系统追忆

中国长征系列火箭的成长过程并展示未来的美好前景， 是一首中

国“神箭”的赞歌；《翱翔九天———从人造卫星到月球探测器》，系统

叙述中国各种功能航天器和月球探测器的发展沿革， 展望未来月

球探测、 载人登月与月球基地建设的科学蓝图；《嫦娥奔月———中

国的探月方略及其实施》，系统分析当代国际“重返月球”的形势，
论述中国月球探测的意义、背景、方略、目标、特色和进程，是当代

中国 “嫦娥奔月” 的真实史诗；《超越广寒———月球开发的迷人前

景》，是一支开发利用月球的科学畅想曲，展现了人类和平利用空

间的雄心壮志与迷人前景。



（3） “嫦娥书系”力求内容充实、论述系统、图文并茂、通俗易

懂，融知识性、可读性、趣味性与观赏性于一体。
（4） “嫦娥书系”无论在事件的描述上还是在人物的刻画上，都

力求真实而丰满地再现当代“嫦娥”科技工作者为发展我国航天事

业而奋斗、拼搏、奉献的精神和事迹，书中还援引了他们用智慧和

汗水凝练的研究成果、学术观点和图片资料。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书系在写作过程中还得到了他们的指导、帮助、支持与关心。 虽然

“嫦娥书系”作为科普读物，难以专辟章节一一列举他们的名字，书
写他们的贡献， 我还是要在此代表编辑委员会和全体作者对他们

表示衷心的感谢和深深的敬意。
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精心的文字编辑和

装帧设计，使“嫦娥书系”以内容丰富、版面新颖、图文并茂的面貌

呈献给读者。 我们相信，通过这一书系，读者将会对人类的航天活

动与中国的“嫦娥工程”有更加完整而清晰的认识。

二〇〇七年十月八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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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探月史：镜子与尺子

从 1959 年至 1976 年的 17 年间， 前苏联和美国先后一共发射

了一百多次与探测月球相关的飞行器，开展了对月球的全面探测与

研究，不但大大加深了人类对月球的科学认识，而且带动了其综合

国力的快速发展和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更为进军深空探测打下了

坚实的科学基础、技术基础和人才基础。
今天，当我们翻阅 20 世纪 50 年代末至 70 年代中的探月历程，

不难发现：探月征途上从无到有、从易到难、从失败到成功的每一个

足迹、每一次进步，无不闪烁着人类智慧的光芒、显示着人类奉献的

精神、荡漾着人类不懈的斗志，其间所发生的众多可歌可泣的事件，
更是成了鞭策后来者奋发向上的动力和源泉。

闪耀智慧的历史

18 世纪的德国著名哲

学家康德 （Immanuel Kant）
曾经说过：“世界上有两件

东西能够深深震撼人们的

心灵，一件是我们心中崇高

的道德准则，另一件是我们

头顶上的星空。”的确，人类

自诞生以来，便一直用迷惘

的双眼审视那变幻莫测、广
袤无垠的星空（图 1-1）。 无

图 1-1 人类早期观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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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中秋佳节明月当空

论是在骄阳当空的白昼，还是在月光如镜的夜晚，人们在充满着美

妙神话和斑斓遐想的同时，更是憧憬着一个共同的愿望：飞出地球、
驰骋宇疆、漫游星际、寻觅新天地。

自古以来，月球就以其晶莹洁白的光华、变幻万千的身姿成为

文人墨客久唱不衰的绝好题材（图 1-2）：从《诗经》的“月出皎兮，佼
人僚兮”到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的《月光奏鸣曲》，从回肠

荡气的咏月佳句到游子们的思乡愁绪、情侣们的海誓山盟，无不叫

人如痴如醉；从哀愁动人的嫦娥到端庄秀美的阿尔忒弥斯、娟雅聪

慧的狄安娜、美轮美奂的艾西斯，勾画出一个个动人的神话与传说；
从许许多多有关月球神秘的色彩和现象，到宗教和世俗的统治者们

利用手中的权势和百姓的迷惘以达其愚弄人们、 奴役人们的目的，
演绎出一桩桩愚昧、荒唐、无知的惨剧。

然而，在科学的范畴里，月球的表面实际上是一片荒芜的、凹凸

不平的世界，是一个已经“死
亡”了几十亿年的天体。

月球的各种自然现象及

其变化， 鞭策着人们去追寻、
去拷问、去探索，无论是人文

的、社会的、历史的、科学的还

是神话的，这些与月球相关的

内涵，或想象或冥思，都对人

类哲学思想的形成、科学的进

步和农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

程度的推动作用：从中国历法

的独创、地球潮汐现象与月亮

2



图 1-3 传说
中的玉兔捣药

第一章 探月史：镜子与尺子

的关系中悟出的早期宇宙结构理论； 从 “嫦娥奔月”、“后羿射日”、
“吴刚伐桂”、“玉兔捣药”（图 1-3）、“中秋月饼”、“把酒问月”、“长生

殿”等与月球相关的神话、传说、典故、诗歌、戏曲等所蕴含的历史人

文思想脉络； 从 17 世纪望远镜的出现使人们能对月球作出较为细

致的观察和研究，到 20 世纪 50 年代末开始的真正意义上的近距离

探测月球乃至登上月球、 取样返回地球并开展系统的科学研究，无
不承载着月球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厚重。

月球，作为地球唯一的天然卫星和迄今为止人类登上的唯一地

外天体，既是人们最早关注、最为熟悉的天体，也是目前人类探测与

研究程度最高的地外天体， 而它也必将成为人类走向深空的中转

站、新型材料与生物制品的研制场所、科学研究的天然实验室、天文

观测的新平台和开发利用太空资源的新基地。
望远镜的发明以及宇宙旅行的运载工具———火箭的问世，拉开

3



嫦娥书系 嫦娥奔月

图 1-4 苏联的“月球 1
号”探测器是人类的第一
个月球信使

了现代空间探测的序幕。 20 世纪 50 年代末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的

发射标志着现代空间探测的真正实施， 此后 50 多年来空间探测以

惊人的势头发展，其中最具挑战性且成果最大的当属月球探测活动。
翻开人类探月史，不难发现，我们的前辈们用他们的智慧和生

命谱写了一曲曲动人而辉煌的篇章，为现代空间时代特别是月球探

测的阔步前进注入了启迪的火花：
1959年 1 月 2 日，“月球 1 号”（图 1-4）冒着凛冽的严寒从苏联

的国土上升空、 挣脱地球的引力并直奔月球， 标志着人类真正迈

出了探月征程的第一步；同一年的 9 月 14 日，“月球 2 号”与月球表

面的“瞬间一吻”预示了人类与月球“零距离”接触行动的开始；而同

年 10 月，“月球 3 号” 又结束

了在此之前月球背面不可知

的时代。
1966年 2 月初 ， 苏联的

“月球 9 号”（图 1-5）攻克了探

月工程的另一堡垒———在月

面上的软着陆技术，成功地在

月面上软着陆；就在同一年的

3 月，“月球 10 号”再次成功地

绕月飞行 56 天，近月点 35 千

米，远月点 1015 千米。 绕月飞

行技术和在月面上软着陆技

术， 这两道技术难关的突破，
使人类在探月路上又迈出了

4



图 1-5 第一个
在月面上成功
软着陆的探测
器“月球 9号”

成功的一步，宣示了人类亲临月球的愿望即将实现。
1968年，人类历史上返回式宇宙飞船———苏联的“探测 5 号”首

次飞行成功， 再次闪烁着人类智慧的光华， 为后来的载人登月、取
样、返回地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 在实现载人登月之前的月球探测早期阶段，尽
管苏联明显处于领先地位，但实际上有的只是领先几天、有的只是

几个月而已。由于当时苏、美两国处于敌对现状，彼此技术是相互保

密的。因此，严格地说，苏、美两国探月步伐基本上是同步的、技术难

关的攻克也是同步的。
为了实现人类载人登月计划，美国一个雄心勃勃的“阿波罗号”

探月计划出台了。 这一巨大工程先后动员 120 所大学、2 万家企业、
400 万人参加，耗资巨大、历时 10 年，终于在 1969 年 7 月“阿波罗

11 号”飞船首次在月球表面登陆，实现了人类登月的千年梦想。 正

如首位踏上月球的宇航员阿姆斯特朗（Neil A. Armstrong）所说的那

第一章 探月史：镜子与尺子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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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6 人
类在月面上
留下的第一
个脚印

样：“对一个人来说，这是一小步，但对人类来说，却是跨了一大步。 ”
（图 1-6）

凝结泪水的往事

解读人类探月卷，在理解人类科技精英们的创造欲望、创造行

为、创造过程、创造方法与创造思维的艺术般结合所显现出的智慧

精髓、进取精神与辉煌业绩的同时，那些失败的惨痛，或者说昂贵的

代价，更让今天的人们读懂敬业的精神与理解奉献的无私，更让人

们看到了毅力与智慧、创造与勇气高度融合的精华，更让人们理解

“科学之路艰难而曲折、有付出才有收益”的辩证真理。
在谈论人类月球探测史时，人们通常都说，人类第一个月球探

测器是 1959 年 1 月 2 日苏联发射的“月球 1 号”。事实上，在“月球 1
号” 发射前， 无论是苏联还是美国都发射过月球探测器：1958 年 8
月 17 日、10 月 11 日、11 月 8 日、12 月 6 日， 美国先后发射了 4 个

“先驱者号”系列月球探测器，但是都失败了；同年 9 月 23 日、10 月

12 日、12 月 4 日，苏联也先后发射了“月球 1958A 号”、“月球 1958B
号”和“月球 1958C 号”3 个月球探测器，结果也都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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