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学家科学家““会客厅会客厅””··

《万人摄月》

《万人摄月》，由征集到的全球天文爱
好者和摄影爱好者的摄月作品制作而成，
记录了这些拍摄者眼中的月亮百态——
月芽、满月、残月、超级月亮、月食……这
些月亮图像可以统称为月相。

月相是从地球上看月球直接被阳光
照射的部分的形状，可以用新月、眉月、
上弦月、盈凸月、满月、亏凸月、下弦月、
残月等术语来描述。伴随着这些月相频
闪的同时，一系列关于月球的历史信息
也在不断跳动出来，涵盖文艺、科技、宗

教等不同的领域。

《月秤》

由艺术家邱志杰构思，阅壤科研团
队制作的《月秤》，缘起于伽利略的自
由落体实验——任何物体在定律相同
高度做自由落体运动时，下落时间相
同。1969 年，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
和斯科特借着步梯登上月球后，同时
释放一片羽毛和一把锤子，两件物体
在真空环境下同时落地，完成了对伽
利略实验的致敬。

这 件 以 秤 、模 拟 月 壤 、月 球 等 比

模 型 、羽 毛 和 脚 印 做 出 的“ 物 体 剧
场 ”，是 同 时 致 敬 伽 利 略 实 验 和 阿 姆
斯 特 朗 登 月 。 从 伽 利 略 的 假 说 到 登
月释放的羽毛，月球成为衡量人类技
术进步的秤砣。

《编辑月球22-01》

关于月的诗句和传说几乎成就了我
们的历史，然而一般人很难有机会触摸
到 38.44 万公里之外的月壤。作者触摸
线，用手工编织建构的月球正面图像，组
织成月海或月球表面大大小小的撞击
坑，仿佛一场基于月球的编辑，充满了触

摸月壤的想象。

《星的方向》

艺术家陈明强在观察嫦娥五号带回
的月壤样品的显微图像时，找到一种似
曾相识的感觉。他曾在家乡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建阳建盏”中看到不同形状闪闪
发光的晶体和肌理，就像一颗神秘的“小
星星”。于是他利用建盏陶瓷泥料模仿
月球表面的肌理，并在建盏釉料中加入
少量月球陨石矿物，再利用建盏的非遗
烧制技巧，烧制出与众不同的釉面肌理
效果。

作品名为《星的方向》，以烧制的 7
个圆盘组成北斗七星的形状，呈现月亮
从“朔”到“望”，再到“晦”过程中的 7 个
片段，同时表达人们对月球的探索循环
向前，又充满不确定性。

（本报记者 陈婉婉 整理）

赏月，展现科学之美

2023 年“ 中 国 航 天 日 ”主

场 活 动 将 于 4 月 24 日 在 合 肥

市 举 办 。 本 次 活 动 主 题 为“ 格

物 致 知 叩 问 苍 穹 ”，倡 导 广 大

公 众 特 别 是 青 少 年 ，行 而 致

知 、知 而 促 行 ，不 断 探 索 宇 宙

奥秘。

国 家 航 天 局 系 统 工 程 司

副 司 长 吕 波 介 绍 ，今 年 航 天 日

主 场 活 动 主 要 包 括 ：启 动 仪

式 、中 国 航 天 大 会 、空 天 信 息

产 业 与 商 业 航 天 发 展 研 讨 会 、

航 天 科 普 系 列 展 览 、中 国 航 天

文化艺术论坛等活动。

“ 本 次 航 天 日 活 动 期 间 邀

请约 1200 名嘉宾参加 ，包含一

大 批 院 士 、专 家 和 国 际 航 天 界

知 名 人 士 。”安 徽 省 政 府 办 公

厅 副 主 任 张 亚 伟 介 绍 ，活 动 还

将 正 式 挂 牌 深 空 探 测 全 国 重

点 实 验 室 ，举 办 首 届 深 空 探 测

（天 都）国 际 论 坛 ，发 布 深 空 科

学城概念性设计规划等。

航天日活动期间还将发布

具有安徽特色的小卫星命名，小

卫星将于 2024 年搭载长征八号

运载火箭发射，为未来月球通导

遥系统建设提供技术支撑。

据 介 绍 ，本 次 活 动 由 工 业

和 信 息 化 部 、国 家 航 天 局 、安

徽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4 月

24 日 及 前 后 一 段 时 间 还 将 举

办 航 天 开 放 日 、科 普 讲 堂 、知

识 竞 赛 、有 关 交 流 与 研 讨 等 一

系 列 活 动 。 相 关 航 天 展 馆 、航

天 设 施 将 集 中 向 社 会 公 众 和

大 中 小 学 生 开 放 ，一 批 院 士 专

家 走 进 校 园 ，为 青 少 年 进 行 科

普宣讲。

（陈婉婉）

问天，中国航天日主场活动即将启幕

“嫦五”带回的 1731 克月球

样品不断迎来新发现，揭晓更多

关于月球的秘密。

何为“嫦娥石”

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通

过对嫦娥五号月球样品进行详

细研究，发现了一种全新的矿物

质，并将其命名为“嫦娥石”。这

是中国科学家首次发现月球新

矿物，我国也由此成为世界上第

三个在月球发现新矿物的国家。

研究表明，嫦娥石形

成于不同的环境和

条 件 ，可 为 分

析 月 球 岩

浆 演 化

提 供

线 索 。

这不仅体

现了中国现代

科 技 和 工 程 技 术

水平，也是中国人对人

类开展月球研究和深空探测的

贡献。

2021 年 ，中 国 科 学 家 对 嫦

娥 五 号 玄 武 岩 的 研 究 ，证 实 月

球 火 山 活 动 一 直 持 续 到 20 亿

年前。年轻的嫦娥五号玄武岩

的 初 始 岩 浆 含 有 更 高 钙 和 钛 ，

可能因为源区含有更高的岩浆

洋晚期形成的单斜辉石——钛

铁 矿 堆 晶 体 ，导 致 月 幔 熔 点 降

低 ，诱 发 年 轻 火 山 的 形 成 。 这

项工作量化了月球内部缓慢冷

却的热演化过程，为“月球年轻

火 山 成 因 ”这 一 重 要 科 学 问 题

提供了全新的解释。

了解“月球水”

在 过 去 的 许 多 年 间 ，一 系

列观测数据都间接证明了月球

上 水 的 存 在 ，但 人 类 还 没 有 真

的从月壤中直接发现水。不久

前 ，中 国 科 学 院 地 球 化 学 研 究

所 的 唐 红 、李 雄 耀 团 队 研 究 结

果 证 实 ，嫦 娥 五 号 月 壤 样 品 矿

物表层中存在大量的太阳风成

因水。

月球水可能来自月球内部

岩浆或外部太阳风，彗星、流星

体和微流星体的撞击。科学家

普遍认为太阳风是月球水的主

要来源之一。太阳风中含有带

正电的氢离子，当其不断轰击月

球表面时，其中的氢离子会与月

表物质中的氧原子结合，从而在

整个月球表面生成羟基或水分

子，这样便可解释为何整个月球

表面都有水的存在。

虽然整个月球表面都有水

的 存 在 ，但 并 不 意 味 着 月 球 上

每 个 区 域 月 壤 的 水 含 量 都 相

同。嫦娥五号的月壤样品采样

地点位于月球最大的月海——

风 暴 洋 的 东 北 部 ，这 里 以 前 从

未有人踏足。而同位素定年结

果 更 是 表 明 ，该 区 域 月 壤 样 品

的年龄约为 20 亿年，是目前获

得的最年轻的月壤样品。

推演月球的“旅程”

作 为 地 球 唯 一 的 天 然 卫

星 ，月 球 地 质 活 动 的 历 史 一 直

是科学家关注的重点。通过对

嫦 娥 五 号 月 壤 样 品 的 深 入 研

究 ，许 多 此 前 关 于 月 球 地 质 活

动 模 棱 两 可 的 问 题 ，有 了 更 为

清晰的答案。

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

研究员徐伟彪及其行星化学科

研团队联合南京地质古生物研

究所发现，月球样品中有极高含

量的高钛玄武岩，据此推测，嫦

娥五号月球着陆区或曾有多次

火山喷发。

如 果 月 球 上 曾 经 有 过 如

此 密 集 的 火 山 喷 发 活 动 ，那 它

们 又 是 在 何 时 停 止 的 ？ 嫦 娥

五 号 月 壤 样 品 同 样 给 出 了 刷

新 认 知 的 答 案 。 由 中 国 科 学

院 地 质 与 地 球 物 理 研 究 所 和

国 家 天 文 台 主 导 ，多 家 研 究 机

构 团 队 联 合 展 开 的 研 究 表 明 ，

月 球 直 到 20 亿 年 前 仍 存 在 岩

浆 活 动 ，将 以 往 月 球 样 品 限 定

的 岩 浆 活 动 停 止 时 间 向 后 推

迟了约 8 亿—9 亿年。

（综合新华社、《科技日报》消息）

致知，科学解读月壤

科学与艺术牵手，换一种视角“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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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陈婉婉

月壤是什么样的？和地球上的土壤

有何区别？当科学遇上艺术会幻化出怎

样的瑰丽奇景？

4 月 24 日中国航天日即将来临之际，

“阅壤——月壤科研成果主题艺术展”（中

国科学技术大学站）在中国科大现代艺术

中心开幕。科学家、艺术家、工程师组成

创作团队，围绕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技

术大学的科研成果，用艺术的方式向大众

解读神秘月壤。

古往今来，人们对月亮充满了好奇。

由月亮引申出的想象为人类文明留下了

无数的诗歌、小说、电影、绘画……情感表

达之余，人们展开了对月球理性和科学的

探索。2020 年 12 月 17 日，中国探月工程

嫦娥五号返回器携带月球样品成功着陆

地球，共取回了 1731 克月壤，实现我国首

次地外天体采样。

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四个研究月壤

的 科 学 实 验 室 和 中 国 科 学 院 地 质 与 地

球物理研究所的大力支持下，以嫦娥五

号带回的月壤样品为研究对象，一批多

形 态 科 技 艺 术 作 品 精 彩 呈 现 。 展 览 通

过“月壤科研成果科技艺术作品”“人类

探 月 文 献 与 美 育 体 验 ”“ 万 人 赏 月 互 动

计 划 影 像 ”三 个 部 分 ，带 领 观 众 走 进 人

类 探 月 史 上 最 清 晰 可 读 的 显 微 月 壤 颗

粒 图 像 ，解 读 月 球 的 诸 种 科 学 问 题 、历

史 时 刻 、文 化 现 象 ，共 同 探 究 隐 藏 在 月

壤尘埃中的宇宙奥秘，交流分享每人心

目中的月亮。

在活动开幕式上，来自中国科学院、中

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央美术学院的科学家和

艺术工作者，对本次活动作出自己的解读。

探索浩瀚宇宙是全
人类的共同梦想

记者：自信“问天”的中国航天事业，

汇集了中国科大的重要力量。中国科大

将怎样随不断勇攀高峰的中国航天踏上

新征程？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校长 包信和：

中国科大参与我国航天航空事业，这

是我们的传统，也是我们的骄傲。

本届航天日的主题叫“格物致知 叩

问苍穹”。格物，是一种穷究事物获得知

识的方法。科学研究也好，艺术探寻也

好，都是获取知识的方法。将科研和艺术

结合起来，今天这个关于月壤的艺术展就

变得非常有意义。希望中国科大能找出

更多科学和艺术的交汇点，让学生的发

展更加全面、立体。

探索浩瀚宇宙是全人类的共同梦想，

为加快推进我国深空探测事业发展，2022

年 2 月，国家航天局、安徽省人民政府、中

国科学技术大学三方共建深空探测实验

室。这个全国重点实验室取名叫“天都实

验室”，寓意就是要面向未来开展包括月

球在内的深空探索。

实验室制定了深空探测发展战略和

中长期规划。自成立以来，实验室曾实

施过探月工程国家重大专项、火星探测

国家任务专项，未来将在国际月球科研

站 、近 地 小 行 星 防 御 、未 来 太 阳 系 边 际

探测任务等领域不断深入，开启深空探

测新征程。

按照规划，中国科大将启动筹建深空

探测学院。这个学院将为未来的深空探

测培养人才。结合以上这些背景，中国科

大举办本次月壤研究成果艺术展是非常

契合的。

这是中国人对“天
上人间”的描摹

记者：艺术与科学研究中心是中国科

大最新成立的机构之一。用艺术来阅读

月壤，与科学家用精密的研究目光看待土

壤，有什么不一样，如何紧密结合？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博物馆馆长、艺术
与科学研究中心主任 陈履生：

早在战国时期，中国人对宇宙就有

了探寻，如著名的屈原的《天问》。《天问》

也正是今天我们航天日主题的后四个字

“叩问苍穹”。屈原当年叩问苍穹所谈到

的很多问题，在我们今天展出的很多图

像中都有表现。这类作品和今天整个社

会联系在一起，我们看到了中国人对“天

上人间”以及整个世界的一个态度。

今天，我们这个展览是用艺术来阅读

土壤，这与科学家用研究来看土壤，是同

样一个道理，只是我们用不同的方式、不

同的视角、不同的呈现方法，才有了这样

一种艺术与科学的融合展现。我们的作

品都是基于对空天的基本态度和看法，基

于对未知世界的不懈探寻。

科普即美育

记者：科 学 与 文 艺 牵 手 ，依 据 科 技

成 果 介 绍 新 奇 发 现 、放 飞 自 由 想 象 、点

燃 科 学 梦 想 。 艺 术 工 作 者 该 如 何 为 科

学 教 育 做“ 加 法 ”，以 文 化 人 ，用 科 学 精

神滋养人？

中央美术学院实验艺术与科技艺术
学院 陈晔：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美术、艺术、科

学、技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所以进行科技艺术创作的时候，我和同事

们商议，让它形成双向融合，形成有机整

体，让科学原理在呈现的时候，能与美育

融为一体，所以这为我们提供了科普即美

育的思路。

为了营造艺术展陈的语境，我们结

合了多媒介的各种创作，包括一些新的

技 术 手 段 ，产 生 互 动 的 效 果 ，也 邀 请 了

不 同 知 识 结 构 的 科 学 家 和 艺 术 家 共 同

去 创 制 ，将 比 较 高 深 的 科 学 研 究 ，用 通

俗的艺术语言传递给观众，让大家有机

会直面科学家鲜活的研究时态，形成一

种艺术化的科普。

去年中秋节期间，“阅壤”在中央美院

的首展引发社会高度关注，直播期间，450

万人次参与讨论。

去 年 ，国 家 公 布 了《关 于 新 时 代 进

一 步 加 强 科 学 技 术 普 及 工 作 的 意 见》，

鼓 励 科 技 工 作 者 和 文 学 家 、艺 术 家 ，以

及 教 育 、传 媒 传 播 工 作 者 加 强 交 流 ，多

形 式 开 展 科 普 创 作 ，丰 富 科 普 作 品 的

形 态 。

此时此刻我们学院还有另一支团队，

正在闽南的小岛上进行基于海洋科普的

壁画创作和绘制。未来我们或将配合中

国科大的艺术与科学研究中心、人文学

院，以及科技史方面的专家，做进一步的

创新呈现。

深空科学，有温度有温情

记者：科研人员是科普传播链条中不

可或缺的一环，精准输出科学事实的精

髓，帮助受众培养创新思维，这在本次活

动中有怎样的展现？

中科院科学传播研究中心主任 汤
书昆：

举办这样的展览，使得像探月这样的

深空科学，变得有温度、有温情，这跟用艺

术这样一种对话方式有直接关系。

研究月壤的科学是前沿科学，并不是

大众科学。非常感谢中央美院团队，艺术

的介入、艺术家的介入，使得科学真正走

向科普。

这 次 展 览 也 使 得 艺 术 的 呈 现 有 了

一种新的纵深。这种新的纵深，跟科学

家的发现、提炼有直接关系。我们感谢

4 个 参 与 了 月 壤 研 究 的 实 验 室 团 队 ，以

及去提炼、转译内容的青年学生们。这

些学生来自于各个学院，虽然专业各不

相同，但做出的成果很是惊艳。希望这

样的展览能够再深入进行下去，能够让

前 沿 的 科 学 、科 学 家 跟 艺 术 、艺 术 家 更

好 地 、更 有 规 模 地 结 合 ，这 是 非 常 有 意

义的。

月壤，阅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