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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关注 11

长征五号遥五运载火

箭和嫦娥五号探测器计划

于 11 月下旬择机实施发

射。本次计划首次实现从

月球的采样返回。月球样

品中究竟有哪些奥秘值得

我们如此费力去挖掘？回

望历史，人类在去月球“挖

土”这件事上取得过哪些

成就？本次我国嫦娥五号

任务从取样地点到采样重

量上会有哪些特别之处

呢？

月壤虽是土 价值抵

万金

“月壤即月球的土壤，

虽然在月球上唾手可得，

但是对地球人来说却蕴藏

着巨大的科学价值。”中国

地质大学（武汉）行星科学

研究所教授肖龙说，月壤

是研究月球的样本，由月

球岩石在遭受陨石撞击、

太阳风轰击和宇宙射线辐

射等空间风化作用后形

成，其中有大量的月球岩

石碎块、矿物及陨石等物

质，通过研究既可以了解

月球的地质演化历史，也

可以为了解太阳活动等提

供必要的信息。

全国空间探测首席科

学传播专家庞之浩告诉记

者，探测月球的常用方法

一是环绕探测，主要用于

对月球进行综合性普查；

二是着陆和巡视探测，主

要用于对月球进行区域性

详查；三是采样返回探测，

可将月壤等样品运回地面

实验室供科学家精准分析

研究，有利于进一步了解

月球的状态、温度、物质含

量等，深化对月壤、月壳和

月球形成演化的认识。

“挖土”有魅力 各国

都很拼

“冷战期间，当时的航

天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都

很热衷于去月球采样。”庞

之浩介绍，苏联月球 16 号

探测器从月球丰饶海取回

了一块 101 克的小样品。

月球 20 号探测器和月球

24 号探测器则分别从阿

波罗尼厄斯高地和月球危

海采集到了55克与170克

样品。

1969年7月至1972年

12 月，美国通过阿波罗 11

号到阿波罗 17 号载人飞

船实施了 7 次载人登月任

务，除了阿波罗 13 号以外

的 6 艘飞船皆完成登月，

成功将 12 名航天员送上

月球，共带回月壤和月岩

样品约381.7千克。

庞之浩说，科研人员

通过研究发现，月壤中含

有大量微小的橘红色玻

璃形式颗粒，这些颗粒富

含铝、硫和锌，是在月幔

部分融化过程中，于月球

表面下约 300 千米深处形

成，因火山活动而喷出到

月球表面。通过样品可证

实，月壤和月岩中氧化铁

的含量很高，从中可以制

取水和氧，未来可利用月

面物质支持月球基地的

运行，并为登月飞行器补

充燃料。更重要的是，科

学家还在采集样品中发

现了核聚变的理想原料

氦-3。按照目前地球的能

源 消 耗 规 模 ，月 球 上 的

氦-3 用于核聚变发电后

能够满足人类约 1 万年的

能源需求。

嫦娥有特色 选址位

置新

“我国嫦娥五号对月

壤的采样能力更强。”庞之

浩表示，苏联 3 个无人月

球探测器进行了 3 次月球

采样返回任务，带回的月

球土壤样品仅约 330 克，

而我国仅嫦娥五号 1 个探

测器就计划带回 2 千克样

品。

另据报道，嫦娥五号

将在月球正面最大的月海

风暴洋北部吕姆克山脉附

近着陆，此地从未有其他

探测器到访过。据悉，嫦娥

五号可以填补对月球火山

活动研究的一个重要空

白。此前对美、苏获取月壤

样品的研究表明，月球上

的火山活动在 35 亿年前

达到顶峰，然后减弱并停

止。但观测月球表面发现

某些区域可能含有最近

10 亿至 20 亿年前才形成

的火山熔岩，这与嫦娥五

号着陆地区的年龄相仿。

如果嫦娥五号采回的样本

能够证实这段时间月球仍

在活动，将改写月球的历

史。 （据《科技日报》）

10 月 16 日 ，英 国 伦

敦，中国驻英国大使馆文

化处。明媚的阳光里，年轻

的中国外交官于果与伦敦

大都会警察局警探苏菲·

海斯满面笑容、热情击肘，

庆祝他们刚刚签署的文物

接收确认书。至此，一批68

件流失英国文物的所有权

被正式移交给中国政府。

时光倒流 25 年，同一

地点，中国人第一次从英

国警方通报中得知这批文

物的线索，由此开启了长

达25年的追索征程。“这是

中英两国近年来在文物追

索返还领域取得的重要标

志性成果。”在国家文物局

18 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上，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关

强这样总结。

一个通报开启的漫漫

追索

这个长长的故事，始

于25年前的一个电话。

1995 年 2 月，英国警

方向中国驻英国大使馆文

化处致电，通报在侦破一

起国际文物犯罪案件过程

中发现疑似中国文物。接

到电话的文化处二秘于芃

立刻将情况上报。

经国家文物局初步鉴

定，确系我国禁止出境文

物。当年3月，英国警方实

施“水烛行动”，截获扣押

嫌疑人运抵英国的大量文

物。国家文物局派员赴英

鉴定，确认为走私中国文

物。

在国务院统一部署

下，多部门共同组成的“追

索英警方查扣走私中国文

物工作小组”立刻展开相

关工作。

1998 年 2 月，迫于中

方压力，该案2名主要嫌疑

人与国家文物局签署归还

文物协议书，5 月 3000 余

件返还文物运回北京；8

月，该案另一名嫌疑人与

国家文物局达成和解，归

还7件文物。但是，该案中

1 名文物购买人拒绝参与

协商谈判，涉案文物一直

被英国警方扣押。

时光飞逝，已成为公

使衔参赞的于芃曾谈起这

桩“悬案”，后辈于果用“惊

心动魄”概括这段耳闻的

传奇。

他没有想到的是，自

己成为了“续写”传奇的一

员——今年1月，于果接到

伦敦大都会警察局邮件，

告知因购买人去向不明，

且扣押时间超过追诉期，

该批涉案文物被界定为无

主物，主动提出希望将该

批文物归还中国政府。

消息传回国内，国家

文物局立即组织重启追索

机制，拟定追索方案，组织

专家鉴定，形成追索清单，

向英方发出追索函，代表

中国政府正式提出返还要

求。经过现场清点，最终认

定追索文物共 68 件，伦敦

大都会警察局同意全部归

还。

10 月 20 日 ，随 着

CA938次航班平稳降落在

北京首都机场，流落异乡

多年的瑰宝终于回到祖国

怀抱。

从未被放弃的文化瑰

宝

在被英国警方扣押期

间，这批文物并没有被遗

忘。“国家文物局始终未放

弃追索，与我驻英国使馆、

英国警方保持联系，长期

关注进展。”关强说。

今年 7 月底，于芃、于

果等人赴英方仓库现场清

点这批沉睡多年的文物。

当凝结数代文物工作者和

外交人员心血的追索成果

真实地摆在面前，曾为之

付出努力的人们感慨万

千。

这批文物归国后，国

家文物局旋即组织专家开

展鉴定工作。

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

司副司长邓超介绍说，经

专家讨论研究，68 件文物

中，暂定二级文物 3 组 13

件、三级文物30件、一般文

物 25 件。它们有这样几个

特点：时间跨度大，从春秋

战国一直到清代；产地分

布广，江西、安徽、福建、河

南、陕西、河北、贵州等地

均有所见；器型丰富，品相

较好，精品较多，一些文物

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

科学价值。

文物是灿烂文明的缩

影，记录着古代中国政治、

经济、文化、社会等重要信

息。

“比如这套唐三彩七

星盘，由承盘、6个小杯和1

个大杯组成，盘外壁及杯

器身施黄、绿、白等釉，釉

色鲜亮。它们是唐代现实

生活的再现，也反映出唐

代制陶工艺的高超水平。”

邓超说。

25 年间逐渐改变的

“国际风向标”

从今年 1 月接到警方

通知到 10 月文物归国，本

次追索行动显得异常顺

利。对比25年前，我国的流

失文物追索工作掌握了什

么“秘笈”？

事实上，流失文物追

索不仅牵涉极其复杂的法

律难题，还往往涉及民族

情感和国际关系，是需要

一代代人不懈努力的系统

工程，被公认为世界性难

题。

20 多年来，中国不断

提升文物保护和流失文物

追索能力，致力于文物返

还领域国际规则改革与完

善的正义事业，推动国际

规则向更加公平正义的方

向演进。中国与 23 个国家

就流失文物追索返还签署

双边协议，建立彰显中国

特色的国际合作机制。

“与此同时，文物追索

返还领域的国际法律秩序

发生了历史性改变。”关强

说，“非法流失文物应返还

原属国”“打击文物非法贩

运是全人类的共同使命”

等理念已成为国际共识。

包括英国在内的诸多文物

市场国加入了“1970 年公

约”，为各国开展追索返还

合作提供了更广阔的空

间。

伦敦大都会警察局警

探苏菲·海斯对此事的观

点，恰是这一“国际风向

标”的印证——这批文物

“于法于理都应该归还”。

站在更加深远的历史

维度回望，这不仅是对一

代代中国“追宝人”不懈呼

唤的回应，更是国际法律

与秩序发展的必然走向。

流失英国25年 68件文物回归祖国怀抱
文/新华社记者 施雨岑

嫦娥“挖土”之旅或改写月球历史

这是从英国回归的部分文物这是从英国回归的部分文物（（资料照片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