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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新世纪飞天梦》是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王柏懿和林烈两位研究员撰写的一部科

普小书。它图文并茂，以通俗的语言、严谨的分析和详实的史实，展示了人类不懈追求升空飞

天的艰辛历程，说明了各类航天飞行器的基本原理和主要功能，还介绍了航天大师钱学森。承

蒙作者的盛意，他们同意以网络书的形式在本网站上发表全书内容。该书主要是为小学高年级

和初中的学生们编写的，有些较为专深的相关知识则采用“小贴士”“知识链接”和“你知道吗？”等

框图形式在文中给出。 

飞天征程上的第一站——飞往月球（之三）

王柏懿

6.3 建造人类的 “广寒宫”    

  “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东坡先生心目中那座富丽堂皇、令人神往的广寒宫，实际

上并不存在。但是，今后我们可以在月亮上盖一座属于人类的“广寒宫”，并在那里建设“天上人

间”的美好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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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人登上了月球以后，在那里停留的最长时间大约只有70多个小

时。他们只是在月球上收集了一些石块、铲了一些土壤，就匆匆地返回了地球。在新世纪里，

我们中国人也将登上月球。我们会用自己的登月火箭，用我们独立开发的技术，踏上月球的表

面。这次，我们不会像美国人那样带回几块石头就匆忙收场，我们要在月球上安营扎寨，在月

球上建造人类的“广寒宫”，开办工厂，采集宝贵的氦-3，架设天文望远镜，开展科学研究。 

  在月球上建立可供人类长期居住的基地，这是我们人类多少年来梦寐以求的理想。两千多

年来，我们中国人想象中月亮上的“天宫”，也许真的会在本世纪里出现。现代的“嫦娥”和“吴刚”

们将在这座“宫殿”里生活和工作。 

  在地面上我们要建一栋房子或造一座城堡，往往先要看看“风水”，也就是要研究一下周边

的环境。世界上许多大城市都建在大江大河的附近，目的是为了解决人们用水的问题。另外要

考虑的是，交通是否方便，其它一些生活用品供应是否充足，战时是否有利于防守等等。月球

上的情况和地球上完全不同，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更多。 

  那么，我们的“广寒宫”建在月球上的哪里比较合适呢？科学家认为，我们人类的大本营还

是在地球上，因此月球上的基地必须能方便地和地球上的大后方进行通讯联系，这样，选择月

球的正面比背面要好一些；为了便于地球上的登月飞船来往于地月之间，基地的周围要利于登

月飞船的着陆，因此选择地势较平坦的月海区较合适；这座“广寒宫”里的工作人员要维持正常

的生活，因此，基地的附近要有人类生活所需的各种资源。如果月球上能找到水冰，那么，建

在有水冰的区域是一个上佳的选择。科学家认为，月球两极的气温较低，存在水冰的可能性较

高，如果我们前期的探测能够最后确定两极有水冰的存在，那么这座“广寒宫”就应当建在那里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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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在月球上建造一座“广寒宫”，当然和在地球上建一座大楼完全不同。月球上没有大气，

如果我们的工作人员在“广寒宫”里还要长期穿着宇航服，那就太不方便了，我们必须要在这座

“广寒宫”里形成一种人工环境，就像在地球上空飞行的空间站内那样，可以穿着家常衣服自由

活动。另外，月球上没有磁场，没有大气层，因此这座“广寒宫”还必须能够阻挡各种宇宙射

线，防止它们对我们人类的伤害。这座“广寒宫”，还必须是一个能够长期保证我们人类生存、

能进行自我循环的生物圈。它和月球的外部环境完全隔离，里面有和地球上相同的大气环境、

大气压力和氧气含量，里面有清洁的水源、能种植各种粮食作物、蔬菜和水果，可以满足人们

日常生活的需要，并且能够处理各种生活的废弃物，使它们得到再利用。 

  实际上，科学家已经在地球上开展过这方面的前期研究。美国曾经在桑利亚那州建立了一

个占地面积达12000平方米，内部容积达141600立方米的独立“生物圈二号”，其中居住着几个

自愿参与的实验者，他们在这个小生物圈中，独立生活了几个月。但是实验中也出现了一些问

题，如大气中氧气的含量无法保持在一个满足人类生存所需要的水平上，最后，试验人员只得

提前走出了“生物圈二号”。 

  虽然美国人的这个实验没有取得完全的成功，但我国的“太空180”实验却取得了很好的结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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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12月14日，我国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中宣布，我国的“太空180”试验圆满结束。

四名参加实验的志愿者健康地从密闭的太空试验舱中走了出来。他们在370平米的密闭试验舱

中已经度过了“与世隔绝”的180个日日夜夜。他们在里面种植各种农作物，生产他们生活中所

需要的粮食、蔬菜和水果，还对各种生活废弃物进行了处理和再利用，他们平时生活所需要的

全部氧气和70%的粮食都来自这个太空舱。除了失重环境以外，他们模拟了将来宇航员在太空

生活中的大部分条件。这一实验的圆满成功，为我们将来在月球上建立永久基地创造了十分有

利的条件。我国用于模拟太空生活的“月宫365”计划也在实施之中。

 

  当然，建立月球基地并不容易。我们还必须克服其它许许多多困难。为此，我们必须得分

几步走。 



2023/12/18 【科普花园】《新世纪飞天梦》连载（24） 飞天征程上的第一站——飞往月球（之三）--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www.imech.cas.cn/science/lxyd/kp/202312/t20231214_6942999.html 5/9

  首先我们可以建立一个只有机器人工作的基地。对这样的基地，要求可以相对放低一点，

它不必提供生命保障系统的有关设备。 

  第二阶段，等到地球上的生物圈模拟工程取得了基本成功，我们就可以开始建立一个小型

的月球基地，派少数航天员上去短期工作，摸索在月球上生活要碰到的各种问题，改进基地的

各种设施。 

  第三阶段，当有了上述的这些经验以后，可以慢慢扩大基地的规模，增加登月航天员的人

数。 

  最后，我们才可以考虑建立长久的月球基地。 

  当我们在月球上能够建立适合人类长期居住的基地以后，我们就可以在月球上开展各种各

样的科学考察活动了。 

  人类首先想到的是在月球上建立天文观察站。 

  我们知道，各种天体在不断地向外辐射电波。除了我们肉眼能看到的可见光以外，还有射

电波、红外光、紫外光、X射线及γ射线等。我们人类就是通过对这些电波的研究来了解宇宙中

各种天体的情况。但是在这些电波中，只有射电波、可见光及一小部分红外光能透过地球的大

气层到达地面，而极大部分红外光、紫外线、X射线及γ射线都被挡在了大气层之外。这样，我

们就无法利用这些波段的信号来研究天体。另外，即使对于可见光，由于地球大气层的影响，

在地面上观察的效果也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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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文学家为了解决这些困难，不得不想办法将天文望远镜安装到地球大气层以外的近地轨

道上去。例如，主要用于光学观察的哈勃太空望远镜。实际上，哈勃太空望远镜的实施过程并

不顺利。当科学家用功率强大的火箭将它发射到地球上空的轨道以后，它发生了许多故障，无

法正常工作，后来经过反复调整及修理才恢复正常。哈勃太空望远镜为我们人类拍下了许多精

妙绝伦的太空图片。 

  另一台斯比泽太空望远镜是进行红外观察的“行家里手”，一些温度较低的天体，可见光的

信号很弱，我们可以通过红外光信号对它们进行研究。恒星本身发光，它的信号很强，我们通

常可以用光学的方法对它进行观察，但那些围绕恒星运行的行星，本身不发光，我们要找到它

们很不容易。通过红外光对行星进行观察是行之有效的办法。行星虽然不发光，但它们是可能

存在某种生命的星球，那里可能是外星人生活的地方，那里也可能是我们人类想要寻找的地球

以外的第二个生活家园。 

  天文望远镜体积庞大，要将这些十几吨重的大家伙送上天空，并不容易，而且还要对它们

进行调整或维修，更是困难重重。如果能在月球上建造天文台，那是梦寐以求的好事。月球上

没有云雾的遮挡，没有风雨的干扰，月球上也没有地球上那么强的灯光污染，由于月球上没有

大气层，即使是大白天，月球上的天空也是漆黑一片。在地球上为了避开城市及各种道路上人

工灯光的影响，天文台不得不修建在远离城市及没有灯光的地方，但随着工业的发展，在一个

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国家，已经很难再找到这样的地方了。显然，月球是天文学家进行天文观察

的极佳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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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旦我们人类能够在月球上长期生存，那么我们就可以对月球上岩石、土壤的组成成分进

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也可以对月壳以下的成分进行探测，弄清楚它们的组成成分及了解它们

的形成过程及年代，这对于我们了解月球的起源及年龄有重要的作用。同时，了解月球上不同

地区岩石及土壤的成分，对于我们进一步开发月球及利用月球上的资源，也是非常关键的一

步。 

  有了月球基地，我们还可以坐上月球车，到月球的背面去看看，仔细探究一下，那里究竟

是一副什么模样，为什么背面和正面有那么大的区别。当然，那里肯定不会有外星人，但一定

会有一些我们还未知道的秘密。 

  月球也是一个研制新材料的理想场所。月球上的重力只有地球上的六分之一，而且也没有

大气污染等不利因素，这样，我们就有可能在月球上制造出在地球上无法得到的具有特殊性能

的新材料。 

  月球也是我们人类飞天征程中的第一站，是人类征服太空的桥头堡，从此出发，我们还可

以飞向更遥远的星球。 

  有一些科学家还打算，从根本上改造月球的环境，把它改造成适合人类长期居住的星球，

将来移民月球。当然这些只是长远的目标，现在要实现还有很大的困难，不过我们的后代也许

能够找到解决的办法。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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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篇：【科普花园】《新世纪飞天梦》连载（23）飞天征程上的第一站——飞往月球（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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