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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印首席探月科学家澳门论道 

欧阳自远院士称对月球水开发利用“不乐观”  

记者杨连成 发布时间： 2010-03-27 08:17 来源：光明日报 

  本报澳门3月26日电(记者杨连成)月球探索是全人类为之奋斗的共同事业,中国、日本和印

度三国第一次绕月探测工程的首席科学家今天聚首澳门,在由澳门科技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国家天

文台联合主办的“月球科学国际研讨会”上介绍各自国家现在和将来的探月计划,并就月球科学

领域最新的研究成果和共同感兴趣的问题相互交流、深入研讨。主办方代表、澳门科技大学校

长许敖敖先生在开幕式上的致辞中说,中(含港澳台)、美、印、俄、法、韩六国的40多名科学

家在澳门的友好沟通和共同努力,必将有助于深化人类对月球和行星科学的认识,有助于推动和

平利用太空事业的健康发展。  

  在这次会议上,中国科学院欧阳自远院士、日本宇宙航空科学研究机构加藤学教授和印度物

理研究实验室主任戈斯瓦米教授分别介绍了各自国家对人类月球科学的独特贡献和研究特色。  

  欧阳自远院士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近年来,各国科学家都为月球科学探索作出了大量

的基础性工作,如月球地形的精细测量、对月球表面成分和近月空间环境的探测。我国科学家自

2007年10月24日“嫦娥一号”卫星成功发射以来,第一次利用微波辐射测量技术,反演出了月球

上不同地区的土壤厚度,估算出了月球上蕴藏的一种重要能源——可控核聚变燃料“氦—3”的

资源量;利用CCD立体相机和激光高度计的科学数据,绘制出了世界上唯一覆盖全月球、最为清晰

的1:250万影像图;利用伽马射线谱仪X射线谱仪和干涉成像光谱仪,获得了三种放射性元素的全

月球分布图和其他主要元素的区域分布图,矿物和岩石类型分布图;此外,我国还利用嫦娥一号卫

星上的高能粒子探测器和太阳风离子探测器获得的空间环境探测数据,发现了月球附近空间环境

中的一些新现象。日本于2007年9月发射了“月亮女神”月球探测器,包括一颗主卫星和两颗小

卫星,利用这三颗卫星的相互配合,第一次获得了月球背面的重力场,发现了一些重力异常地区;

印度于2008年10月发射了“月船一号”月球探测器,通过11台科学仪器的探测,也获得了一些重

要的科学成果,比如,他们发现了月球上一些地区含有羟基或者水的信息。美国于2009年6月发射

了“月球勘测轨道器”,发现月球南极一个撞击坑底部的土壤中含有小于1‰的水冰。  

  关于月球上发现水的说法,欧阳自远强调说,虽然这一发现确实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但并不

意味着有着重大开发利用价值。首先是因为月球撞击坑里一吨土壤的含水量还不到一公斤,要把

这样微量的水从土壤中搜集起来再利用,代价是很高昂的。其次,这些月球撞击坑的深度达两、

三公里,坑内一片漆黑,没有能源,温度低至零下240摄氏度,而坑外太阳光能照射到的地区,温度

又高达110至130摄氏度,任何机械设备、电子学仪器和宇航员在这样的低温条件下都无法开展工



作。对那种“今后宇航员登上月球可以不带水了”的说法,欧阳自远等科学家均持不乐观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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