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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0日，我国首次在四川盆地开钻万米
深井——“深地川科1井”，这是继塔里木盆地

“深地塔科1井”后我国开钻的第二口万米深井。
“深地川科1井”由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主

导实施，设计井深10520米。该井位于四川盆地
西北部剑阁潜伏构造，区域超深层叠置多套优
质储层，成藏条件优越，一旦成功将有望发现新
的超深层天然气增储目标区。 萧永航摄

我国首次在四川盆地开钻万米深井

7月20日
在 四 川 省 剑
阁 县 拍 摄 的

“深地川科 1
井 ”（无 人 机
照片）。

汽博会上的汽车消费新时尚

7月17日，参观者在长春汽博会上的房车
沉浸式体验区参观。

近年来，越来越多人选择以露营旅居的
方式休闲度假，国内快速增长的露营产业也
在引领汽车消费新时尚。正在举行的第20届
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上，一些主打野营休闲
的展位吸引了不少参观者。 颜麟蕴摄

7月19日，一头小象在妈妈身上蹭痒痒。
2011 年，18 头亚洲象来到云南省普洱市

江城县，从那时直到现在，象群再未离开，最
多的时候数量一度达到70多头。十多年间，
有20多头小象出生。2023年，象群的活动范
围超过1000平方公里。 费茂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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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载人登月初步方案公布

登月装备研制进展如何？

月球是人类拓展和开发利用地外空间的理
想基地和前哨站，月球探测也一直是当今世界
载人航天发展的热点和焦点。中国载人航天探
索的脚步不会只停留在近地轨道，已具备开展
载人月球探测工程实施的条件。

“我国计划在 2030年前实现载人登陆月球
开展科学探索，其后将探索建造月球科研试验
站，开展系统、连续的月球探测和相关技术试验
验证。”不久前，在武汉举办的第九届中国（国际）
商业航天高峰论坛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
副总设计师张海联介绍了登月的初步方案。

据了解，我国载人登月的初步方案是：采用
两枚运载火箭分别将月面着陆器和载人飞船送
至地月转移轨道，飞船和着陆器在环月轨道交会
对接，航天员从飞船进入月面着陆器。其后，月
面着陆器将下降着陆于月面预定区域，航天员登
上月球开展科学考察与样品采集。在完成既定
任务后，航天员将乘坐着陆器上升至环月轨道与
飞船交会对接，并携带样品乘坐飞船返回地球。

纵观人类月球探测史，技术难度大、风险挑
战多、投入成本高是其显著特点，检验着一个国
家的科研实力和综合国力。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技术顾问、中国科学
院院士叶培建此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我国
实现载人登月需要在三个主要方面有所突破：第
一是研发出重型运载火箭，要能够把人和登月舱
送到月球；第二是解决人来往地月的生命保障、
安全以及工作条件；第三是进行更多的地面条件
的建设，确保各项试验都得到充分验证。

据悉，我国已全面部署开展各项研制建设工
作，科研人员正在研制长征十号运载火箭、新一代载
人飞船、月面着陆器、登月服、载人月球车等装备。

运载火箭是人类进入太空的“天梯”，也是
迈向浩瀚宇宙的第一步。运载火箭的能力有多
强，航天的舞台就有多大。要实现载人登月，运
载火箭的研制是关键。

长征十号运载火箭是根据我国载人航天工
程发展规划，为发射我国新一代载人飞船/月面
着陆器而全新研制的高可靠、高安全的载人运载
火箭，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一院负责抓总研制。
目前，火箭各项研制工作正在有序加快推进。

航天科技集团一院火箭专家容易告诉记
者，长征十号运载火箭主要用于将月面着陆器
和登月飞船送入地月转移轨道。长征十号运载
火箭采用液氢、液氧和煤油推进剂。全长约 92
米，起飞重量约2187吨，起飞推力约2678吨，地
月转移轨道运载能力不小于27吨。

“该型火箭衍生出的无助推构型火箭可执
行空间站航天员及货物运输任务。全长约 67

米，起飞重量约740吨，起飞推力约892吨，近地
轨道运载能力不小于 14吨。是实现我国 2030
年前载人登陆月球和航天强国建设的重要战略
支撑，预计2027年具备首飞条件。”容易说。

在设计过程中，研制团队还会在新的技术
应用上继续发力。容易介绍，在智慧火箭方面，
会在该型火箭上有实际工程应用，进一步提高
任务成功率、保障航天员安全。为优化空间站
运营阶段的运营成本，无助推构型火箭的一子
级将按照可重复使用进行设计。

除运载火箭外，新一代载人飞船是飞向月球
的重要一棒，将在火箭之后接力护送航天员登月。

新一代载人飞船是我国全面升级版的天地
往返交通工具，它近可送航天员往返离地球近
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远可完成 38万公里外
的载人登月甚至去更远的星球探险，既能载人
又能载物，还可重复使用降低成本，将大大提高
我国载人天地往返运输能力。

2020年5月5日，长征五号B运载火箭首飞
成功，将新一代载人飞船试验船送入太空。由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抓总研制的新一代载人
飞船试验船在首飞任务中轨道远地点高度超过
8000公里，以接近第二宇宙速度再入返回。

航天科技集团五院飞船专家介绍，新一代
载人飞船采用模块化设计，由逃逸塔、返回舱和
服务舱组成，适应近地、深空等任务需求，主要
用于将航天员送往环月轨道并返回地球。飞船
的入轨质量大约26吨，可搭乘3名航天员。

与神舟飞船三舱结构不同，新飞船是“两居
室”：一个是返回舱，是整船的指令中心，也是航
天员生活起居的地方；另一个是服务舱，是整船
能源与动力中心。“两居室”的结构使飞船更灵
活，可重复利用的部分也更高。

据介绍，在新一代载人飞船基础上，我国还
在统筹研制近地飞船。近地飞船乘组为 4到 7
人，为后续开展太空旅游预留了空间。

此外，月面着陆器重约26吨，由登月舱和推
进舱组成，可将两名航天员送达月面，主要负责把
航天员从环月轨道下降着陆月面并返回环月轨
道。同时，月面着陆器也具有自主控制飞行能力。

登月舱是航天员的座舱，具备一定的动力
冗余功能来保证航天员安全。推进舱主要负责
完成着陆器到月球附近的近月制动，以及月面
下降的主减速。

月面着陆器到达月面后，航天员将乘坐载
人月球车，在月面开展工作。载人月球车重约
200公斤，可搭乘两名航天员。航天员将乘月球
车在10公里范围内开展月球采样及相应的月面
实验。除载人月球车外，我国还计划发射一个
具备大范围移动能力的月面移动实验室，可实
现长期无人自主在月面活动，并可支持航天员
短期驻留。 （胡喆）

计划在2030年前
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

近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发布《关于征集载人月球探测工程月面科学载荷方案的公

告》指出，我国载人月球探测工程登月阶段任务已经启动实施，计划先期开展无人登月飞行，并

在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

1969年7月20日，经过漫长飞行，人类首次登上月球。50多年后，中国载人登月初步方案

公布。中国探月更可期待。方案具体将怎样实施？登月火箭、新一代载人飞船、月面着陆器等

装备研制进展如何？

大象“逛吃团”在这里流连忘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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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飞船是“两居室”
航天员将乘月球车在月面开展工作

登月火箭预计2027年
具备首飞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