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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佳节，万家团圆之际，“雪龙2”号极地
科考破冰船，承载着科技工作者的梦想与使命，
在遥远的地球南端执行中国第 41 次南极考察
任务。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几位师生也参与了此
次科考。在他们赴南极前，学校为其举行了出征
仪式。一位头发略显灰白的科学家，郑重地将旗
帜交给队员们。

他就是中国首位在南极开展冰下基岩无人
机电磁探测试验的科学家，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地球物理与信息技术学院院长、教授邹长春。他
曾参与中国第40次南极考察，并长期从事深海
与极地地球物理探测工作。

身担重任，勇闯极地冰川

在中国第40次南极考察队，邹长春算是“大
龄队员”，但他工作起来比年轻人还有冲劲。

“我站在鲜有人踏足的南极，即将开展中国
首次冰下基岩无人机电磁探测试验，激动且自
豪。”他说。

邹长春告诉记者，对南极冰下地质环境进行
地球物理探测，了解南极冰下地质构造和水系分
布，对于认识和保护南极意义重大。这些数据可
以帮助科学家更深入地了解南极的地质演变历
史，并为全球气候研究提供重要依据。

无人机电磁探测技术是近年来方兴未艾的
地球物理探测手段，已在我国多地开展应用。但
在南极这片神秘的大陆上，无人机电磁探测技术
还是首次亮相。

冰下基岩无人机电磁探测试验工作量巨大，
一般需要几位科考队员才能完成。即便有帮手，在冰盖区域开
展试验依然十分困难。到达试验地点后，他们需要完成布线工
作：把发射信号的装置放在地面上，将信号接收器安装在无人机
上，地面上要布设一个面积约25万平方米的大线圈。

“由于冰盖区域地形复杂，有的地方地势太高，需要绕路；有
的地方过于陡峭，只能寻找稍微平坦的地方布线。”邹长春对试
验过程记忆犹新。

线圈布设完成后，无人机就要“登场”了。邹长春操控无人
机在冰盖上空来回飞行，并通过无人机接收探测数据。

当克服重重困难，终于拿到测量数据，邹长春难掩心中喜
悦。“此次探测给南极的冰下基岩做了一次‘CT体检’，我们结合
磁异常等地球物理参数，精细掌握了冰下基岩物性特征和地质
构造情况。”邹长春说。

踏冰前行，直面科考挑战

南极，这片被冰雪覆盖的神秘大陆，有着绝美的自然风光，
也隐藏着危险与挑战。在科考过程中，邹长春深刻体会到这片
土地严酷的一面。

试验地点距离南极科考站——中山站大约10公里，中间的
路途崎岖不平。行走其间，邹长春和其他科考队员随时可能遇
上冰裂缝或冰窟窿。

“脚下的路非常难走，有些地方看似平坦，其实下面是空的，
一不小心就可能踩空，掉进冰窟窿里。”邹长春回忆，有一次到野
外踏勘，他一脚踩进六七十厘米深的冰窟窿，后来在队友帮助下
爬了出来。这次经历至今令他心有余悸。

除了复杂的地形，南极变幻莫测的天气也是邹长春和其他
科考队员要面临的一大难题。

出发时晴空万里，转眼间大雪纷飞，这在南极是常事。好几
次他们在做试验时，大雪又密又急，狂风呼啸，5米之外几乎什么
都看不见。邹长春和队友只好到附近的岩石背面暂时躲避。

邹长春至今清楚记得“最艰难的一天”。那天，他和队友从
早上10点忙到晚上11点，在冰盖上完成了11条测线测量任务，
每条测线长度约1公里。在完成9条测线后，已经是晚上9点。
尽管当时南极是极昼，但夜幕下的冰盖区域光线微弱，冰盖表面
起伏不平，他们很容易被绊倒。

“是继续，还是放弃？我很纠结。”邹长春回忆。
稍作犹豫后，邹长春和队友决定坚持完成当天的试验任

务。他说，南极天气变幻莫测，开展地球物理探测试验需要抢抓
宝贵的“天气窗口”，尽可能在天气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高效完成
任务。

不过，比起南极恶劣的天气，仪器设备的状况才是邹长春更
担忧的问题。受南极特殊的磁场环境影响，原本在国内可以正
常使用的仪器，到了南极会“水土不服”，经常犯点小毛病。而在
遥远的南极，一旦仪器损坏，除非有备份，否则很难找到新仪器

“补位”。
“仪器设备是我们开展试验的前提，任何一个小部件出现

问题，都可能导致整个试验失败，让我们的努力付诸东流。”邹
长春说。

邹长春告诉记者，此次试验所使用的无人机装备及其搭载
的探测技术均由他所在项目组自主研制。他为此感到骄傲，但
同时也保持清醒。“我们的探测技术与发达国家相比依然存在差
距，需要不断优化升级。”他说。

言传身教，培育科研新苗

南极科考的经历，不仅坚定了邹长春为建设极地强国作贡
献的决心，也深刻影响了他的教育理念。回到国内，站在讲台上
的邹长春，将在南极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融入教书育人中。

目前，邹长春正带领团队加强冰下基岩探测关键技术研发，
创新南极冰下基岩探测数据处理方法和探测技术。他将青年骨
干教师安排到项目重要位置，让他们在实践中锻炼成长；鼓励学
生参与，在实践中提升科研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作为院长，在承担科研和行政任务的同时，邹长春每学期坚
持给学生上课，还指导十几名研究生。2023年，凭借出色的教学
能力，邹长春获得北京市教学名师称号。

“我带研究生，更重视培养学生的学术素养和科研协作能
力。我鼓励学生参与学术交流活动，为学生创造更多机会展示
自己的研究成果。”邹长春说。

虽已年近六旬，但邹长春觉得，自己的科考之路刚刚开始。
“南极科考是探索未知的征程，是挑战极限的冒险，更是培

育科研新苗的肥沃‘土壤’。于我而言，科考一直在继续。我希
望培养更多优秀青年科研人员，把创新的‘火种’带到那片被冰
雪覆盖的神秘大陆。”邹长春说。

科技日报

人物小传

胡浩，1984年毕业于国防科技大学，同年
进入航天系统。2004年，受命组建月球探测工
程中心 （现为国家航天局探月与航天工程中
心），至今耕耘探月工程二十余载。先后担任
月球探测工程中心主任、探月工程副总指挥、
探月工程三期总设计师等职务。主持完成了嫦
娥五号和嫦娥六号任务，成功实现了我国首次
地外天体采样返回和人类首次月球背面采样返
回。为探月工程圆满成功作出了突出贡献。

走进胡浩的办公室，首先被书架上一幅
高清照片吸引，那是来自 38 万公里外的珍贵
影像——嫦娥六号着陆器和上升器组合体明亮
皎洁，月球背面的荒凉与神秘，尽收眼底。

这定格的是中国人飞天揽月的梦圆时刻：
从望月抒怀到翩然落月，从初探“月宫”到月
背探秘，从创造中国纪录到实现世界首次，20
多年来，我国探月事业实现从“跟跑”到“并
跑”再到部分“领跑”的历史性跨越。

作为中国探月工程三期总设计师、嫦娥六
号任务总设计师，胡浩带领团队攻克了一个个
科研难关，为航天精神写下生动注脚。在他看
来，“奔向月球是中华民族的千年梦想，尽管
工程任务已经完成，但科学任务才刚开始，我
们要开足马力奔向下一站。”

月背拓荒
“敢于在无人处为人先”

【场景】 2024年6月25日，内蒙古四子王
旗阿木古郎草原。一顶红白相间的巨型降落
伞从天际缓缓落下，嫦娥六号返回器准确着
陆在预定区域，热情欢呼的人群中，胡浩长
舒一口气。

胡浩与航天的缘分始于1984年，从国防科
技大学电子技术系雷达与电子对抗专业毕业的
他，按照组织分配，投身航天事业。回首这40
多年，他感慨：“国家需要，就是我们的目
标。从没想过干别的，一辈子能干好一件事就
不容易。”

2004年，中国正式开展月球探测工程，并
将其命名为“嫦娥工程”，分为“绕、落、
回”三期。2011年，探月工程三期立项，主要
目标是实现无人自动采样返回，胡浩被任命为
总设计师。

“为了实现目标，我们全体研制队伍拼
了！”胡浩说，嫦娥五号任务作为我国最复
杂、技术难度最大的航天工程任务，需要闯过
月面采样封装转移、月面自主起飞上升、月球
轨道交会对接和样品转移、第二宇宙速度再入
地球并可靠回收等前所未有的技术难关。

而嫦娥六号要实现月球背面采样返回，面
临新的挑战。月背是我们从地球上观测不到的

“秘境”，其地质条件可能更加复杂，在未知着
陆点取样就像是“开盲盒”。

“月背拓荒，敢于在无人处为人先。”胡浩
带领团队提前谋划，评估风险，制定详细预
案。通过地面模拟实验和数据分析等，团队设
计了适应复杂环境的自主功能和操作流程。

“成功不仅取决于技术的先进性，更取决于对
风险的应对能力。”胡浩说。这种严谨，保障
探月工程“万无一失”。

同心向月
“只要真抓实干，就没有克服
不了的困难”

【场景】 2017年7月2日，文昌航天发射场
的空气仿佛凝固。当长征五号遥二火箭发射失
利的消息传来，胡浩的心猛地一沉。“为了如
期完成三期任务目标，我们不能放弃，必须想
办法。”他斩钉截铁地说。

这时主要面临两个问题，一是全域如何应
对这突如其来的全盘计划调整，即将出厂的探
测器系统如何安排、如何确保可靠性；二是火
箭能否走出困境，何时走出困境。

但最重要的还是促使火箭尽快走出困境。
根据上级要求，在统筹调整全系统计划安排的
同时，胡浩带领团队一头扎进火箭故障处理
中，组织专家审查、反复论证分析，提出质量
保障措施，与火箭研制队伍并肩作战。900多
个日夜的奔忙后，“胖五”成功“逆袭”，将嫦
娥五号稳稳送入奔月轨道。

协同攻坚，是探月之旅的关键词。探月工
程规模庞大、高度集成，国家航天局牵头成立
由各相关部委、地方政府、央企集团等单位组
成的领导小组，近 3000 家单位协同攻关、近
10万人共同参与。

“ 总 设 计 师 既 像 ‘ 业 主 ’ 又 像 ‘ 包 工
头’。”胡浩幽默地说，这项工作需要对工程的
整体目标负责，同时监督协调每个环节的实
施，解决各方面可能遇到的问题，确保庞大复
杂的系统能够协调一致地完成目标任务。

多年来，胡浩坚持“看清楚、想周全、做
到位”，从轨道设计的优化到各系统的精准对
接，每个环节都凝聚着他的心血。

每次任务，团队成员们不分昼夜地工作，
每个人都在岗位上默默付出。“只要真抓实
干，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胡浩常把这句
话挂在嘴边。

事实也是如此。全球范围内，月球探测成
功率约为53%，而我国探月工程六战六捷，在
科学发现、技术创新、工程实践、国际合作和
成果转化等方面，取得系列成果。

嫦娥接力
“航天精神，是我们的指南针”

【场景】 2024 年 1 月，文昌航天发射场，
技术人员忙碌穿梭，设备轰鸣声此起彼伏，井
然有序中弥漫着紧张感。胡浩跟随嫦娥六号探
测器正式进场，为发射做最后的准备。队伍中
已经有95后青年参与进来，他们大多是第一次
执行发射任务。“干别人干不了的、只有咱们
能干的事！”胡浩嘱咐。

嫦娥六号任务的主要团队成员平均年龄30
多岁。谈及团队，胡浩满是自豪：“航天人要
有信念、有信心、有信誉、有信任。”在他看
来，坚定追求梦想，对自己、同伴和事业充满
信心，确保工作成果经得起检查，是航天人的
宝贵品质。

从心系苍穹的老一辈科学家，到一批能挑
大梁、担重任的年轻骨干专家，一代代航天人
一步一个脚印，梦想在此刻交汇——

有青春的憧憬。“我们这代人见证科幻照
进现实，有天然的民族自豪感。”90后青年一
代说，要传承好航天梦的接力棒。

有攻坚的激情。“越是难走的路，越想走
一走。”工程队伍中的中坚骨干说。

有殷切的期盼。“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际
遇，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胡浩深知，年
轻人就是未来。

……
“航天精神，就是我们的指南针。”胡浩认

为，不仅是技术的传承，更是精神的延续，
“需要我们用一生去践行。”

星海逐浪
“我们不只在造航天器，我们
还在造梦想”

【场景】 胡浩的办公室里，摆放着形态各
异、来自世界各地的石头，这都是他出差时拾
捡的“纪念品”。从西北荒漠深处的深空测控
站，到海拔4500米高原上的观测站，每一块石
头都印刻着奔向月球的坚实足迹。

2025 年是我国正式进入太空时代 55 周
年，站在这个时间节点回望，不由感怀。1970
年，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
升空，拉开了中华民族的问天之幕。55年来，
我国探索形成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不断刷新叩
问宇宙的高度与深度。

胡浩介绍，作为新质生产力的代表之一，
探月工程提升了我国航天整体能力，对后续任
务有重要支撑作用；牵引了航天产品仪器设备
的性能提升，促进了装备建设发展；带动了很
多器件部件的生产和新材料、新器件的使用，
月球样品研究带动了地质等其他领域发展；此
外，还产生了许多边际效应，如科技成果转
化、科学普及等，将继续推动技术创新，提升
国家的整体科技水平。

“我们不只在造航天器，我们还在造梦
想。”胡浩相信，航天事业的意义不仅在于技
术的进步，更在于对人类未来的探索：嫦娥六
号之后，中国还将发射嫦娥七号和嫦娥八号。
嫦娥七号将在月球南极着陆，在月球上探寻水
的存在；嫦娥八号除了继续进行科学探测试
验，还要进行一些关键技术的月面实验……

在胡浩看来，月球是人类走出地球的门
户，也是通向更远星球的跳板。“通过探月

‘绕、落、回’的技术手段，我们具备了探测
其他星球的能力，将不断刷新人类对宇宙的认
识。”胡浩畅想。 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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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带领团队
“到”了月球背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