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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嫦娥五号采得 1731 克月壤。

眼下，在国科大杭高院“暂住”的，就是这月

壤中划分出的两份样品。1 份是 200 毫克的

粉末样品，1 份是 13 毫克的光片样品，两份

样品总重213毫克。当一年的研究周期结束

后，团队还需要归还这两份样品，并保证损

耗率不超过10%。

在许学森手机里，装着一个监控软件，

一打开就能看见月壤的情况。许学森说，每

天都要打开看几次。

如何守护好这距离地球 38 万公里外的

珍贵“土特产”？

首先要有“完美”的环境。目前，储存月

壤的实验设备“手套箱”，严格控制着气体环

境：水和氧气的含量低于 0.1ppm（百万分比

浓度），并充满不活跃气体氮气。杭高院也

正为月壤打造一个 80 平方米的专属实验

室——一个万级洁净间，以做好未来月壤实

验的万全准备。

“目前，我们还没有将月壤开过盖。”许

学森表示，“损耗量不能超过 20 毫克。可能

一次打开盖子，一阵气流就能把这些量吹

跑。”团队下定决心，一定要在仪器技术等全

部成熟的情况下再用上这一捧“无价之土”。

213毫克月壤样品
要保证损耗率不超过10%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上一趟月

球？”

今年刚上一年级的丹丹，挺崇

拜自己的爸爸许学森。对她来说，

天上的月亮不止和玉兔、嫦娥相关，

爸爸也是一个离月亮很近的人。

“小朋友还不懂很多深奥的科

学知识，但她知道我的工作和月亮

相关。”中秋节前夕，记者来到许学

森的工作单位——国科大杭州高等

研究院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

一楼走廊隔着一道门的实验室

里，静静“躺”着两位“月球来客”。

两个月前，许学森和国科大杭高院

首席教授舒嵘一同奔赴北京，将两

份嫦娥五号月球样品接到了杭州，

这是浙江首次经过国家航天局正式

批准，获得的月球样品。

许学森不是宇航员，但他参与

研发的“光谱载荷”曾多次飞上太

空，登上月球。围绕月壤研究，许学

森们要设计测试出更先进的仪器，

为我国后续的探月工程提供最直接

的技术助力。

“ 我 经 常 不 记 得 今 天 星 期 几

了。”许学森指着旁边一个绿色装

置介绍说，8月底，他们就在做天

问二号科学载荷的定标工作。

绿色装置圆筒形，像一支

横躺着的火箭，是行星表面环

境模拟平台。在实验周期最密集

的那几天里，团队成员们每天需要进

行不同的实验测试。“从确定实验方

案到完成实验，基本每天都要从

早上 8 点工作到晚上 10 点。”许

学森说道。

“从嫦娥二号到嫦娥六号，

我国探月工程探测器里都搭载

着舒嵘老师团队参与研发的科学

载荷，我也是团队一员。”许学森告诉

记者，在记录、分析、检测月壤等过程中，光谱分析

仪载荷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月壤里藏着很多人类暂时没发现的物质资

源。太阳光照射在不同的物质表面时都会呈现它

独特的光谱特征，“就跟人类的指纹一样，是独一

无二的。”当光谱仪器拥有了这些数据以后，就能

判断识别出月壤中所包含的不同成分。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现在，许学森所在

团队要将这双月壤“鹰眼”打造得更加精细化。想

象一下，当嫦娥探测器抵达月球时，一个能测量更

大波长范围、拥有更高分辨率的光谱仪载荷，可以

帮助探测器更快、更准确地分辨月球土壤物质成

分，后续的“挖土”任务过程也将更顺畅有效。

9 月 3 日，中国探月工程官方消息发布，嫦娥

七号任务正在开展正样研制工作。“嫦娥七号的一

项重要任务，就是对月球南极进行地质普查。”许

学森透露，“通过真正的月球土壤进行光谱定标和

实验，团队将进一步改造升级光谱仪器的软件和

算法，助力科学家发现更多月球的秘密。”

为探测月球土壤物质成分
需精益求精打造一双“鹰眼”
为探测月球土壤物质成分
需精益求精打造一双“鹰眼”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的

月亮属性，是吸引许学森最初选择月壤光谱

研究的一大动力。他不追求遥不可及、万亿

光年外的行星，觉得能望得见、还有很多未

知研究潜力、距离地球最近的月球，是值得

投身一辈子的科研领域。

“女儿现在有一个梦想就是当科学家。”

说到这儿，许学森自豪地笑了，“可能我的工

作对于她来说比较神秘和好玩。”平时与女

儿的沟通中，他不会刻意提及科研工作的艰

辛，也不会特别拔高这份工作，但力求做到

有问必答。

从去年开始，许学森开始担任国科大杭

高院的硕士生导师，在他看来，科学家精神

需要一代代传承。“我的名字和偶像钱学森

有两个字重合，其实父母取名时并没有刻

意，但有这样的机缘巧合，潜移默化地在我

心里种下了‘科研报国’的情怀。”

即将到来的中秋节，对许学森来说，将

是平凡的又一天——不回乡赏月，而是在实

验室里，为“月球来客”进一步完善光谱分析

仪。一年的月壤研究时光稍纵即逝，团队要

争分夺秒完成每一个阶段性任务。

这个中秋节
他们在实验室里争分夺秒

争分夺秒设计测试更先进仪器

为我国后续探月工程提供技术助力

杭州这些科学家，原来这样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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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学森许学森（（中中））和团队一起和团队一起，，把月壤样品放入手套箱的过渡舱中把月壤样品放入手套箱的过渡舱中 倪雁强倪雁强 摄摄

又到中

秋月圆时。

一轮明

月 ，承 载 了

多少乡愁思

绪 ，寄 托 了

多少美好期

许。

浪漫背

后 ，你 对 月

亮又了解多

少呢？这颗

形成于约 45

亿 年 前 、距

离 地 球 38.5

万公里的神

秘 星 球 ，还

有诸多未解

之谜等待探

寻。

这个中

秋 佳 节 ，让

我们来认识

一 位“ 研 究

月亮”的人，

跟着他了解

一下藏在月

壤 里 的 秘

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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