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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正认识
一个“全新”的月球

一轮明月，自古以来寄托了无数人的向

往与好奇。2024年6月，嫦娥六号任务成功

带回1935.3克月球样品，实现了人类首次月

球背面采样返回的创举，为更好认识月球提

供了重要机遇。

近一年来，我国科学家从嫦娥六号月球样

品中获得一系列重要发现，逐步揭开月球背面

的神秘面纱，为人类探索宇宙作出更多“中国

贡献”。人类正认识一个“全新”的月球。

首批研究成果揭示月背火山活动历史
2024年11月15日，我国科学家取得的

嫦娥六号月球样品首批两项独立研究成果，

分别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与《科学》。

两项研究首次揭示，月球背面约28亿年

前仍存在年轻的岩浆活动。其中一项研究表

明，月背岩浆活动42亿年前就存在，至少持

续了14亿年。这些研究为人们了解月球演

化提供了关键科学证据。

获取人类首份月球背面古磁场信息
我国科学家利用嫦娥六号月球样品，分

析了约28亿年前的月球背面磁场信息。这

是人类首份月球背面古磁场信息，填补了月

球磁场中晚期演化的数据空白。为研究月球

磁场演化、探秘“月球磁场发电机”提供了重

要依据。

验证月球岩浆洋假说
我国科学家通过研究嫦娥六号月球样品

中的玄武岩，验证了全月尺度月球岩浆洋假

说。

据介绍，月球岩浆洋假说认为，月球形成

之初，曾呈现为全月范围的岩浆海洋。随着

岩浆洋冷却结晶，较轻的矿物上浮形成月壳，

较重的矿物下沉形成月幔，残余熔体形成月

壳和月幔间的克里普物质层。此项研究使月

球岩浆洋假说第一次有了“背面”证据。

月球最大撞击“疤痕”成于42.5亿年前
我国科研团队通过研究嫦娥六号月球样

品，确定月球背面南极-艾特肯盆地形成于

42.5亿年前。相关成果论文2025年3月21

日在学术期刊《国家科学评论》发表。

据介绍，直径约2500公里的南极-艾特

肯盆地是月球最古老、最大的撞击“疤痕”。

嫦娥六号任务首次从南极-艾特肯盆地取回

了“第一现场”的样品，为精准确认盆地形成

时间提供了条件。

月球背面月幔比正面更“干”
我国科学家选取嫦娥六号月球样品中的

玄武岩岩屑开展月幔源区水含量研究。结果

显示，嫦娥六号玄武岩的月幔源区水含量仅

为1至1.5微克/克，是已报道数据中的最低

值，表明嫦娥六号玄武岩的月幔源区比月球

正面月幔更“干”。

此项成果将为更好开展月球起源与演化

相关研究提供有力支撑。《自然》审稿人认为，

此项研究首次测得月球背面月幔的水含量，

具有高度的原创性，是该研究领域中一项意

义重大的发现。（据新华社记者张泉、刘祯）

男子乘滑翔伞
被“吸”至8589米高空
官方调查：属意外事故，不涉及违规、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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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云吸”现象，意识模糊

据了解，本次事件中的飞行员

彭某，于2020年开始学习滑翔伞，

2022年拿到B级证书之后有2年多

的飞行经验。平时他都是在正规的

滑翔基地进行飞行训练。

5月24日上午11点多，彭某使

用无动力滑翔伞在甘肃省祁连山地

区进行地面抖伞练习。当时海拔

3000米，练习初期天气晴朗。地面

抖伞时，他突遇大风离地，顺地势向

前飘出，一路风力逐渐增大感觉无法

降落，并遭遇“云吸”现象。

彭某感受到高速的上升后，立

即做出多个消高动作如“双边大耳

朵”“螺旋下降”“B组失速”等，

试图脱离上升气流，但都操作无

效。进云后彭某无法辨识方向，数

次出现滑翔伞前扣及大折翼，被动

抬升至8589米的高处。在被动上升

过程中，彭某已出现意识模糊、短

暂昏迷等危险身体状况。随着气温

不断降低，冰冷的空气刺激他恢复

意识并进行了自救操作。

何为“云吸”现象

所谓滑翔伞的“云吸”现象，

指的是滑翔伞的操纵者利用云层附

近的上升气流，急速增加高度的一

种做法。这种操作是有一定的危险

性的，因为上升气流具有很大的能

量，同时高度的上升具有不可控性，

很有可能把滑翔伞带到极高的高度

上，面临着缺氧、低温、雷电等风

险，很可能造成重大的伤害事件。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教授、《大气

科学学报》执行主编智协飞介绍，

海拔8000多米的高度，在位于中纬

度的祁连山地区还属于对流层的中

上层，气温可能低至零下40摄氏

度，空气稀薄。

彭某随身的视频记录显示，对

流云里的水汽在他的脸上、身上和

装备上结起一层冰霜。手套的拉链

没有拉紧，他用冻僵的手努力控制

滑翔伞，朝着伙伴在对讲机里提示

的北方飞。彭某说，在云里还是比

较乱的，很难完全保持在指南针指

定方向，但还是勉强沿着东北方向

飞出来了。一出云就赶紧通报“总

算出云了”，通报完以后一路向东

北方向飞到祁丰藏族乡的天生场降

落了。

目前身体状态平稳

落地后彭某回忆，印象里高度

表显示最高的时候是7100米，中途

高度表自动重启了一次，自认为没

有失去意识，但落地后回忆曾大口

呼吸，且对7100米至8500米之间的

飞行没有印象，推断可能有3分钟左

右的时间因缺氧和低温失去意识。

目前彭某身体状态平稳。他形

容，在云里自己最恐惧的不是升到

最高的阶段，而是通过“拉螺旋”

试图下降，纠正异常状态又“改

出”失败的时候：前面全是白茫茫

一片，完全是没有方向的。如果没

有指南针，根本辨别不出来任何方

向。自己感觉好像是保持直线走

着，实际上一直在转圈，想想还是

挺后怕的。

查封涉事场地

甘肃省航空运动协会介绍，根

据《滑翔伞运动管理办法》，地面抖

伞训练并不属于需要报备审批的范

围，当事人被气流抬升飞行属于意

外和事故，因此不涉及违规、黑飞。

尽管并非主观违规飞行，但此

次事件还是暴露了飞行场地管理

的一些问题。甘肃省航空运动协

会与相关体育管理部门做出了查

封涉事场地、飞行员停飞总结、进

一步完善相关手续等决定，并再次

重申滑翔伞运动空域报批的严肃

性及必要性。

（综合新华社、央视新闻）

近日，一名滑翔伞爱好者
彭某在甘肃省祁连山区域进行
滑翔伞飞行训练时遭遇“云吸”
现象，意外被吸至海拔8589
米高空。记者采访了解到，彭
某被气流吸至高空后，一度出
现全身结冰、意识模糊以及短
暂昏迷等情况，后来恢复意识，
操作滑翔伞回到地面。

5月24日，这起事件发生
后，甘肃省体育局、甘肃省航空
运动协会及当地体育部门迅速
成立专班赶赴现场展开调查。
28日，调查工作告一段落。

根据甘肃省航空运动协会
提供的事件报告显示，彭某当天
是在进行地面抖伞训练，被气流
抬升飞行属于意外和事故，因此
不涉及违规、黑飞。但此次飞行
的场地、空域均未进行报批。

男子全身结冰（视频截图）。
新华社发

男子玩滑翔伞遭遇“云吸”。（来源：央视新闻客户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