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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兔”自述：我的6个为什么
嫦娥三号14日21时11分降落在距离地球38万

公里的月球上。中国成为继苏联、美国之后的第三个
在月球成功实现探测器软着陆的国家。15日4时35
分，“玉兔号”月球车小心翼翼地从嫦娥三号着陆器上
驶出来，缓缓开到布满尘埃和砾石的月球表面，“广寒

宫”迎来了来自中国的新客人。
下面请听“玉兔”的自述：
大家好，我是“玉兔号”月球车。终于从着陆器肩

膀上走下来跟大家见面，心情很激动呢。听说江湖上
有很多关于我的疑问，今天就由我来一一解答好啦。

来到月球之前，我并没有工作，而是被小伙伴着
陆器背在肩上。12月2日我们被发射入轨，在一次惊
险的“太空刹车”之后，成为一颗真正的月球卫星。

为了赶在月晨时降落月球正面的虹湾区，我跟着陆
器一同环绕月球飞了8天。日子过得一点儿都不轻松：
要忙着充电、测轨、定轨……都是些精细活儿。

12月14日，我们迎来了最惊险、最激动的一刻：
降落在月球表面。要知道，在我们到来之前，月球已
经有37年未曾见过地球访客了。

但是，在与月球“亲密接触”之前，我也不知道自
己会降落在它的哪一寸“土地”上。虽然技术人员设
定了大致区域，但我们还是十分谨慎：着陆器背着我

走走停停，不断勘查地形，避开石头和大坑。
说来惭愧，降落过程主要是着陆器的事儿，但是，

打酱油的我也出了一身冷汗：从距月面15公里的地方
下降，相对速度从比超音速飞机还要快几倍的1.7公
里每秒下降到0，实在惊心动魄。虽然7500牛的大推
力发动机说过要帮我们落得准，着陆器兄弟的4条腿
也可以减缓冲击力，但我心里还是七上八下的，毕竟，
这是我们代表中国航天器第一次拥抱月球啊。

降落的一瞬间，我跟我的小伙伴都惊呆了：那么
平稳、那么顺利！着陆器稳稳当当地站在月面上，展
开太阳翼“翅膀”给我俩充电；我呢，则伸了个懒腰
——展开“翅膀”和天线，沿着“滑梯”踏上了月球。

大家都很关心我的长相，我有 1.1 米高、1.5 米
长、1米宽，体重嘛，是140公斤。

虽然看起来分量不轻，但我并不是一只“胖兔
子”，为了节约燃料，也为了轻柔着陆，我跟小伙伴着
陆器都辛苦地进行了“瘦身”，没有一丝“赘肉”。跟
其他国家的月球车兄弟相比，我也是非常精致轻巧
的：前苏联的“月球车一号”足足有756公斤重，美国
有人驾驶的“巡行者1号”重量也超过了200公斤。

虽然是只兔子，但我有一对漂亮的翅膀。不过
这对翅膀不是为了飞，而是获取和保存太阳能的帆
板。到达月球表面后，我就张开翅膀，不断地吸收着

温暖能量。翅膀前面，是我的两只“前爪”，可以钻
孔、研磨、采样。我的脑袋上还有一个定向天线和几
个太阳敏感器。

跟其他兔子不同，我有6只“脚”——6只小小的
轮子；我还有4只张望月球的眼睛：一对导航相机，一
对全景相机。最丰富的是我的肚子，里面装着红外
成像光谱仪、避障相机、机械臂、激光点阵器……

很多模型把我做得金光闪闪，但我可不是大家
所说的“土豪金”，除了翅膀朝向月球的那一面是金
色外，我的“皮毛”基本是银色的，这身亮闪闪的涂
层，还可以反射强光等。

有的朋友对我长方形的身体有疑义：为什么不
能设计成球形呢？为什么不能像有的玩具车那样翻
车了还能“爬起来”呢？为什么不做成变形金刚或者
阿童木的样子呢？……

设计人员说，制订方案的时候，大家都被“月球
车该长什么样子”这个问题深深困扰：想法太多了，
期望值也太高了。但是，不管是多炫多酷的设想，都
得保证技术上行得通。

推荐我长球形身材的人很多，技术人员把做出
的样子拿到试验场一试：动不了。至于那种翻车了还
能自己爬起来的玩具，月球上摩擦力非常小，所以就算
做成同样的结构，一旦倒下去，我也很可能爬不起来；
就算还能爬起来，身上的翅膀和那些仪器，也未必能够
承受这样的考验。万一沾染了月尘无法工作，我的任
务就没办法完成啦。所以，我现在的样子是综合各种
因素考量的结果，看起来还是很酷的，对吧？

在月球上走来走去，6个灵活的小轮子就是我的
移动工具。国外月球车兄弟有的是全副武装的履
带，有的是长着几只脚，我为什么用的是轮子呢？

设计人员说，月球表面最基本的特征就是松软
的土壤，特别容易打滑和下陷。履带在松软的情况
下通过能力很强，但是一旦被石头卡住，就需要进行
维修，可是，这次没有人能到月球上来帮我解决问
题；腿式的移动机构越障能力很强，但是控制复杂，
还特别消耗资源。这样看来，果然还是灵活的轮子

比较适合我。
为什么偏偏是 6 个车轮呢？设计人员告诉我，

这 6 个轮子都能独立驱动，就算有一个轮子出现故
障，也不会影响我继续前进。有了它们，我能轻松
完成很多动作：前进、后退、原地转向，甚至还能边
走边转向。

如果仔细观察，你会发现我的“脚爪”很特别：弹
性的筛网可以筛掉月面上的尘土，锯齿形的棘爪能
帮助我轻松抓地，避免滑倒。

跟我们国家研制的其他航天器相比，我最大的
特点就是——能走动。

虽然叫做兔子，但我并没有像兔子跑得一样
快。很惭愧，我的移动速度基本上是“龟速”：每小时
平均走200米。

不管去哪儿，我都得分几步才能到达。走之前
要看路、选路，可是导航相机只有在10米的范围内才
能看得准，所以我每一步最远也只能走10米。

就算路上遇到了小障碍我也不怕，除了接受地

面的遥控操作外，我还可以自主处理图像，识别障
碍，甚至还能规划路径。专家说，走得不快不要紧，只
要能顺利“翻山越岭”，我就是机智灵巧的“越野兔”。

至于我的活动范围嘛，目前设定是10公里。据
说除了美国阿波罗号的3辆载人月球车外，苏联的月
球车1号和2号也被留在了月球上。这里还有嫦娥
一号英勇撞月留下的痕迹。虽然我也很想去看一看
这些几十年前就来到月球的朋友们，但是月亮太大
了，恐怕很难跑过去跟它打招呼了。

初上月球，我对这里的作息还不太适应，这里的
一天相当于地球的28天。虽然我很想当只勤快的兔
子，但是月球上的月夜太冷了，为了保证身体健康不
出故障，我只能睡上14天以保存体力；可是到了月球
的白天，又有一半时间是月午高温，我也得小憩一下
——进入最小工作模式。算起来，我只有在月球白
天正午前后的3个半小时进行工作。

月夜最低温度会达到-180℃，对身上有很多
精密零件的我来说，熬过慢慢长夜也不是件容易
事。

首先，我会盖上一层“被子”：设计人员为我量身
打造了可以反复收展的太阳翼翅膀，到达月球后，一
只翅膀会永久展开为我充电，另一只则会在月夜到
来时收起，轻轻盖在我身上。同时，我还会点燃肚子
里的“炉子”——同位素热源，它将源源不断地为我
提供热量，助我扛过寒夜。

月球的白天也不好过，月午时，最高温度会达到
120℃，设计师们为我精心设计了散热面，那只可收展
的翅膀也会在温度过高时暂停工作，立起帆板，贴心地
为我遮挡阳光。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5日专电）

到达月球前我在干什么？

是不是只“胖兔子”？

为什么不是球形体？

为什么我有6只“脚”？

“兔子”跑得有多快？

兔子怎么挨过寒月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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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北京飞控中心大屏幕上显示的嫦娥三号着陆器、巡视器互拍成像，五星红旗首次亮相月球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5日电（记者 霍小光 吴晶晶
李宣良）中国探月工程嫦娥三号任务15日深夜传来捷报。
嫦娥三号着陆器、巡视器顺利完成互拍成像，标志我国探月
工程二期取得圆满成功。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专程前往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观看实
况，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代表全国各族人民，向
全体参研参试人员表示热烈祝贺和诚挚慰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一同观看。
15日23时许，习近平来到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他

首先听取了探月工程二期任务实施进展情况汇报，对任务
已经取得的各项成果表示肯定。习近平饶有兴致地观看了
嫦娥三号巡视器——“玉兔号”月球车1比1模型，向负责
讲解的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吴伟仁详细了解月球车结构设
计、月面生存方法、车载相机功能等相关问题。

此刻，远在地球38万公里之外，嫦娥三号已成功着陆
在月球虹湾区域，“玉兔号”月球车安全驶离着陆器到达月
面。着陆器和巡视器开始了就位探测、自动巡视勘察。

23时35分，习近平等来到飞控大厅，通过巨型电子显
示屏观看两器拍摄成像情况。刚刚通过巡视器全景相机拍
摄的着陆器图像已经显示在屏幕上。

23时45分，飞控大厅大屏幕上显示出“玉兔号”月球
车的清晰图像，一面五星红旗鲜艳夺目。

习近平等同指挥大厅内的测控人员一起鼓掌。
探月工程总指挥马兴瑞宣布，嫦娥三号任务取得圆满

成功。全场再次响起长时间的掌声。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马凯宣读了中共

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贺电。贺电说，探索浩瀚宇宙、和
平利用太空，是中华民族的千年梦想和不渝追求。以嫦娥三
号任务圆满成功为标志，我国探月工程将全面转入无人自动
采样返回的新阶段，任务更加艰巨，挑战前所未有。希望工
程全体同志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
围，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
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再接再厉，团结
拼搏，改革创新，锐意进取，不断谱写中国航天事业发展新篇
章，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
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嫦娥三号任务的圆满成功，实现了我国航天器首次在
地外天体软着陆和巡视勘察，标志着我国探月工程“绕、落、
回”第二步战略目标取得全面胜利，在我国航天事业发展中
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

嫦娥三号着陆器巡视器互拍成像
中国探月工程二期取得圆满成功
习近平李克强等到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观看，向全体参研参试人员表示

热烈祝贺和诚挚慰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