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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往香港大學
進行博士後研究前
不久，錢煜奇剛剛
獲頒第十三次李四

光優秀博士研究生獎，這是中國地球科
學領域為學生設立的最高獎項之一。攻
讀博士期間，錢煜奇在偶然機會中，了
解到地大行星科學研究所肖龍教授團隊
在做探月相關研究，這激發起他從小的
探索宇宙夢想，從此走上追夢「嫦娥」
之路。2023年3月，錢煜奇再次作出重
要決定，前往港大進行博士後研究。在
月球研究幾乎處於空白狀態的港大，希
望開墾「處女地」的錢煜奇，感到自己
擁有高度自由的科研空間，以及香港強
大綜合科研實力的支持。

在地大肖龍教授團隊讀博期間，錢
煜奇就成為少數真正「觸碰」到月球
樣本的科學家之一。他參與多項嫦娥
五號相關研究，在嫦娥五號着陸點預
選、模擬月壤研製、返回樣品分析等
方面，取得多項創新型成果，以第一

作者在《地球與行星科學通訊》《地
球物理研究通訊》《地球物理學研究
雜誌》等期刊發表論文多篇。這些論
文一經發表，就被嫦娥五號樣品分析
論文多次引用，助力實現嫦娥五號任
務的科學目標。

在香港，月球研究並非熱門，這一
領域的學者僅有幾位。當前，國家深空
探測戰略不斷深入，全球矚目的探月、
探火成果層出不窮，香港加強這一領域
的研究，已成為必然選擇。選擇從具有
豐富研究資源的地大來到港大，錢煜奇
說，香港大學有世界一流的地球科學、
儀器設備和師資，有國際化的氛圍，既
能背靠國家，又能面向世界。月球科學
研究的方法和地球科學研究的方法、思
想，很大程度上是相通的，希望可以依
靠港大在地球科學上的優勢，擴展到月
球科學研究上去。「在香港大學這樣的
學校或者香港這樣的地方，去開拓一個
新方向，具有廣闊的前景。」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凝哲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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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港大地球科學優勢藉港大地球科學優勢
助拓月球科學研究助拓月球科學研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劉凝哲北京報道）「來到港大，
才親身感受到，其實香港與內地深空探測重大工程已經
有了緊密的聯繫。」錢煜奇說。曾經在地大讀博期間參與
到嫦娥五號着陸區選址工作的他，深知地外星體探測前期
預研工作的重要性，這是關係到後續工程科研成果產出的
關鍵。在中國後續的火星取樣返回等任務中，香港大學的
專家團隊已參與其中，共同為中國的火星探測出一分力。
錢煜奇表示，來到香港從事科研，能夠感受到周圍對
國家深空探測、航天事業以及重大工程的格外關注。此
前中國載人航天工程在港選拔載荷專家航天員，就點燃
起周圍香港青年學者的熱情。「我特別想參加，但是身
高超過標準，只能遺憾錯過了。」錢煜奇說，香港有十
多位載荷專家入圍了航天員選拔復選，前段時間受到了
特首李家超接見，大家都在為他們加油鼓勁。
兩地在航天領域的合作也愈發深入。此前，香港理工

大團隊曾參與嫦娥工程、探火工程設備的建造研製工
作。如今，合作不僅局限在工程製造領域，更延伸到科
學研究上。後續中國將實施天問三號任務，預計實現人
類首次在火星的取樣返回，屆時可能獲得人類首批火星
樣本。錢煜奇透露，他在港大的合作導師Joe Michalski
副教授，以及李一良副教授、劉嘉成、葉斌龍等均參與
到火星着陸採樣點的前期選址研究當中。他們的工作，
將助力中國首次火星採樣返回探測任務。
這次成功成為嫦娥五號月球樣品的「使用責任人」，

亦給了錢煜奇很大的信心。他說，希望這只是他在港大
研究的第一步，不久後嫦娥六號將發射並取回人類首批
來自月球背面的月球樣品，這對全世界的科學家都擁有
相當大的吸引力，希望未來能夠繼續申請到月背樣品，
進行更深入的科研。他也希望，這次成功申請到
822.6mg月壤，能夠給更多香港同行建立起信心，後續
希望更多香港學者申請到國家嫦娥工程採集的月壤，共
同促進香港深空探測研究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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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和內地研究人
員申請月球樣品的流程

基本一致。根據《月球樣
品管理辦法》，科研人員

可以借用月球樣品開展科學
研究(無損實驗和有損實驗)，並在活動完
成後按約定時間返還。借用主體應具有
相應的安防和存儲條件，開展樣品研究
的借用主體應具有相應的研究能力。

借用主體須在數據信息平台提交月球樣
品借用申請表，申請內容包括研究目標、
內容、方案和預期科研成果，同時要明確
研究保障條件和月球樣品管理條件。

研究使用的月球樣品借用期原則上不
超過一年。確有需要，可辦理一次續借
手續，續借期不超過六個月。此外，由
於月球樣品的珍貴性，借用的研究樣品
應節約使用。對於研究樣品的有損實驗
應降低到最低程度，並在研究計劃中詳
細論證說明。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凝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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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用嫦五月壤料科研用嫦五月壤料下月抵港下月抵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中國嫦娥五號任務取回的珍貴月球樣品，即將首次作

為科研用樣品來到香港。香港大學地球科學系博士後錢煜奇及團隊提出的「嫦娥五號玄武岩揮

發分火山學」研究，經專家委員會評審，成功通過國家航天局探月與航天工程中心月球樣品

管理辦公室的審核，獲得四份共計822.6mg的月球樣品，預計下月樣品將運送來港。談及

為香港首次申請到用於科研的月壤，錢煜奇這位「90後」的青年學者非常開心，他向香

港文匯報記者表示，深空探測是香港特區政府優先支持的方向，但此前還沒有香港研

究團隊獲得過月球樣品，他和團隊迫切希望能夠進行相關研究，服務國家深空探測

事業，並期待更多香港同行能夠申請到嫦娥五號月壤，助力科學發展。

港大博士後團隊成功申請逾800mg樣品 擬探索月球岩漿奧秘

嫦五月壤國內部分研究成果

分析月球最「年輕」玄武岩年齡
◆中國科學院地質與地球物理研究所聯合國家天文台在

嫦娥五號月球科研樣品研究方面取得突破性進展，證

明嫦娥五號月球樣品為一類新的月海玄武岩，對着陸

區岩漿年齡、源區性質給出全新的認識，月球最「年

輕」玄武岩年齡為20億年，其晚期岩漿活動的源區並

不富集放射性元素，並且月幔源區幾乎沒有水。

發現新礦物「嫦娥石」
◆中核集團核工業北京地質研究院（以下簡稱核地研

院）的研究團隊首次在月球上發現新礦物，並命名為

「嫦娥石」。「嫦娥石」也是人類發現的第六種月球

新礦物，其單晶顆粒的粒徑只有10微米大小，不到一

根頭髮絲直徑的1/10。這是中國天體礦物學研究的重

大突破性成果，使中國成為世界上第三個發現月球新

礦物的國家，為和平利用和合作開發太空資源貢獻了

中國力量。

推測月壤儲水量
◆中英科學家的研究成果顯示，嫦娥五號的月球樣品中

發現了撞擊玻璃珠裏的水分，測量了玻璃珠中心和邊

緣的水含量，發現玻璃珠中的水含量從邊緣向中心逐

漸遞減。科研人員推斷，這是因為太陽風中的氫原子

進入了玻璃珠，並在裏面擴散和保存。團隊結合月球

全球尺度月壤厚度分析，推測出月壤的儲水量最高約

2,700 億噸。這對於人類未來的深空探索有重要意

義，因為撞擊玻璃珠可能可以作為潛在的水源，只要

能有效地收集和提取它們。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凝哲

◆◆錢煜奇錢煜奇（（右七右七））與趙國春院士與趙國春院士（（右六右六）、）、Joe MichalskiJoe Michalski副教授副教授（（前左二前左二）、）、張張
健教授健教授（（前左一前左一）、）、李一良副教授李一良副教授（（右三右三））與中科院楊蔚研究員與中科院楊蔚研究員（（前左三前左三））在香在香
港大學進行嫦娥五號樣品研討港大學進行嫦娥五號樣品研討。。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香港大學地球科香港大學地球科
學系博士後研究員學系博士後研究員
錢煜奇錢煜奇，，成為香港成為香港
第一位月球樣品第一位月球樣品
「「使用責任人使用責任人」。」。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香港大學獲得的月球香港大學獲得的月球
樣品一樣品一。。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香港大學獲得的月球香港大學獲得的月球
樣品二樣品二。。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香港大學獲得香港大學獲得
的 月 球 樣 品的 月 球 樣 品

四四。。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2023年5月底，探月與航天工程中心（月球樣品管理辦公室）在北京組織召開了第六次月球科研
樣品借用申請評審會。日前，經專家委員會評審，探月
與航天工程中心審核，最終16家科研機構的60份申請
獲得通過，對應23名使用責任人，樣品發放量共計
12,328.8mg。其中，錢煜奇代表港大地球科學系團
隊成功申請到822.6mg月球樣品，這是香港首次
申請到國家採回的月球樣品。
錢煜奇對嫦娥五號的研究由來已久。他在中國
地質大學（武漢）（以下簡稱地大）攻讀博士
期間，就參與了嫦娥五號着陸月球的選址研究，
並通過遙感數據對嫦娥五號着陸的月球「風暴
洋」北部的呂姆克山地區進行研究。在嫦娥五號取
回月球樣本後，錢煜奇當時所在的地大團隊申請到樣
品，他本人亦開始通過樣本進行研究，短短幾年間，他
對嫦娥五號着陸區和樣品研究發表的一作論文已達8篇。

感受到國家挺港發展深空探測
2022年9月，錢煜奇確定將進入港大從事博士後。「我從那

時就開始思考在港大的研究方向，認識到自己是港大第一位研究
月球的學者，香港研究月球的學者非常少時，我就開始籌備申請
月球樣品相關工作。」錢煜奇說，雖然自己所在的地球科學系尚
沒有研究月球方向的導師，但研究其他領域的導師們給予了他非
常多的指導，而團隊的幫助也令他的研究更有國際視野。經過精
心準備，錢煜奇在今年5月前往北京參加答辯，在31名申請人中
脫穎而出，順利通過專家委員會評審。
在面對專家委員會的答辯時，當他講述完研究設想，專家笑着

說「香港應該要給」，這個場景令錢煜奇非常難忘。錢煜奇說，
能夠獲得月球樣本，這一方面固然是團隊努力在科學目標、研究
途徑上得到專業的認可，另一方面作為一名剛剛博士畢業的年輕
學者，自己就能同很多業內「大佬」一樣成為月壤的「使用責任
人」，可以體會到國家希望深空探測等前沿學科能夠在香港更好
發展、力挺香港建設國際科創中心的良苦用心。

研究有助未來月球資源利用
錢煜奇及團隊的研究方向是嫦娥五號玄武岩揮發分火山學。據

介紹，研究的目標是，基於月球樣品，採取自主開放的軟件、模
型，探究揮發分及稀土元素在熔體中的分配及擴散，限定岩漿起
源、上升、噴發過程。「這項研究是基礎研究，不過與地球上人
類的生活也有密切關係。」錢煜奇說，通過這項研究，可以幫助
人們了解地球早期火山噴發的狀態，了解到幾十億年前地球環
境。此外，還可以進一步認識火山成因的月球樣品中揮發分含量
和分布，幫助未來月球資源利用。
錢煜奇表示，目前正在等待領取月球樣品的手續當中，大約一
個月左右，相信可以前往北京的中科院國家天文台月球樣品實驗
室，辦理樣品領取相關手續，並將月球樣本帶回香港。月球樣品
的借用期為1年，港大有完備的樣品存放實驗室，並擁有儲藏地
外樣本的經驗，相信會「照顧好」這些珍貴的月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