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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作为
我国国家核科技工业的主体，中核集团始终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工作，围绕国家战略部署积极、主动、
高效推进核科技创新工作。月壤嫦娥石的发现就是其中典型的一例。
本专题采访过程细致入微，采写团队对该新闻线索长达半年的追踪，多次深入到新闻现场，采访

了数十位相关科研人员，了解新闻线索所在单位的每一个实验室。
国防科工局新闻中心决策将嫦娥五号月球样品最新科学成果与中秋“月文化”相结合，于2022年9月9

日（中秋节前一天）召开嫦娥五号月球样品研究重大成果新闻发布活动。当“嫦娥石”遇上中国传统节
日中秋节，无疑已提前锁定媒体宣传的关键词。主创团队牢牢掌握流量密码，打磨出中英文新闻通稿
和嫦娥石通讯，为整个专题宣传中将“嫦娥石”与中秋节热点的绑定奠定了基调。
通讯稿件中，记者的文字生动而饱含深情，不仅完整、详实还原了月球新物质——嫦娥石发现的

过程，更是精心刻画了一个又一个勤恳付出的核地质科研人员形象，彰显了新一代核工业人科研报国
的拳拳之心；结合图片等多个角度对新闻事件进行了解读，让受众能更直观、全面地了解新闻事件。

社会效果社会效果

在“嫦娥石的发现”这一新闻事件报道中，中核集团宣传文化中心提前策划，掌握了文字、图片等大
量的一手素材，并对这些素材进行了生动的组织编排，是一次创新的尝试，生动诠释了新闻宣传的时
度效。本专题在中核集团公司官方微信发布后短时间内阅读量20分钟破万，并且因内容扎实、文字生
动，在“月球发现新矿物”的整体宣传报道中，被中国新闻网、中国青年报等多家媒体广泛转载，视频
被央视新闻等平台大面积采用，真正实现了将核——这样一个受众面较窄的专业领域的科研成果打造
为传播“爆款”的效果，在中秋佳节来临前夕，这份“来自月球的中秋礼物”，彰显出“中国科学家式的浪
漫”，引发了媒体网民广泛关注和共鸣，实现了跨界传播、全息传播、立体传播。

初评评语初评评语
（推荐理由）（推荐理由）

基础科研领域的话题专业性强、离日常生活远，为了能够充分了解“嫦娥石”的前世今生，该报道团
队在核地研院科研团队开始申请第一批月壤时，就锁定话题，多次派出资深文字记者前往核地研院，
深入采访团队成员。同时，组成了深度挖掘新闻内核的图片拍摄团队，着手准备了丰富的图片素材，
涉及嫦娥五号样品发现和研究过程、团队介绍、大量的现场图片以及“嫦娥石”结构图片等，最终，在
该专题的报道，有重点、有热点、有亮点。
正是有了这样扎实的基础，以该专题的图、文为核心素材的“嫦娥石”话题才得以迅速在各媒体传播

中发酵：当天，“嫦娥石”相关新闻在央视各频道中呈现罕见的“霸屏”现象；#月亮上发现嫦娥石# #嫦
娥石真实颗粒三维图# #中国科学家首次在月亮上发现新矿物# 等新浪微博话题，引发全网关注，形
成了现象级传播效果，多次登上微博热搜榜。
以这个专题报道为基点，“嫦娥石发现”这个话题成功实现了跨界传播、全息传播、立体传播，展示

了核工业助力人类前沿科技探索的重大贡献，凸显核技术应用正造福人类，进一步讲好核工业故事，
为党的二十大召开营造良好氛围。

签名：

（盖单位公章）

2023年    月    日

https://www.cnnc.com.cn/cnnc/xwzx65/ttyw01/1247649/index.html


3

原文：

消息：

月亮上真的有“嫦娥”！中国首次在月球上发现新矿物

小时候仰望星空，谁还没有一个月亮梦。老人说那里有嫦娥。2020 年嫦娥五号登月带回了月球的土

壤，2022 年中国人发现了一份来自月球的珍贵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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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9 日，恰逢中华民族传统佳节中秋前夕，国家航天局、国家原子能机构联合在京发布嫦娥五号

最新科学成果：中核集团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在月球样品研究中发现新矿物，被命名为“嫦娥石”，并

获国际矿物协会新矿物分类及命名委员会批准。这是我国首次发现的月球新矿物，也是国际上发现的第六

个月球新矿物。作为我国天体矿物学研究的重大突破性成果，“嫦娥石”的发现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

发现月球新矿物的国家，为和平利用和合作开发太空资源贡献了中国力量。

“嫦娥石”是除“广寒宫”、“织女”、“河鼓”等月球地理实体命名外，月球科学探索中的又一具

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名称，再次展示了科学技术与文化艺术融合的中国式浪漫。这是我国在空间科学领域取

得的一项重大科学成果，也是核与航天跨行业、跨专业合作的一次有力探索。

国家原子能机构副主任董保同，国家航天局秘书长许洪亮，国家原子能机构秘书长邓戈，探月工程副

总指挥、国家航天局探月与航天工程中心主任刘继忠，国家航天局、国家原子能机构新闻办主任孟华，国

家航天局、国家原子能机构新闻办副主任崔喜斌，中核集团党组成员、总会计师王学军等出席活动。

发布会上还公布了中核集团其他两项月球样品研究成果：一是我国首次成功获得嫦娥五号月壤中未来

聚变能源资源——氦-3 含量及提取参数条件，为我国月球资源评价和开发提供了基础科学数据；二是系

统研究并获得了月壤颗粒的典型形貌特征，为研究月壤形成提供了科学依据。

月球研究是重要的基础前沿科学研究。开展月壤与月岩样品的物质成分与核科学研究，评价月球核能

资源利用前景，是中国探月工程的科学战略目标之一，核科学技术的应用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一直以来，中核集团全力以赴服务国家战略，为国家深空探测战略提供支撑保障。核地研院是我国首

批获得月球样品的科研单位之一。针对本次月球样品研究，核地研院组建了以李子颖研究员为首的研究团

队，成立月球样品分析检测实验室，聚焦嫦娥五号月球样品裂变聚变核能元素研究，开展自主月球核能资

源基础地质科学问题攻关。最终科研团队在十四万个颗粒中成功分离出一颗方圆约 10 微米大小的单晶颗

粒，也就是普通人头发丝平均直径十分之一不到的大小，成功解译了其晶体结构，确证其是一种新的矿

物。

通讯：

月亮上真的有“嫦娥”
“新矿物获得批准了，但名称没有通过。”

6 月底，当中核集团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以下简称“地研院”）月球研究团队的牵头人李子颖将

这个消息告诉团队成员时，大家的心都是猛地一跌。

此前，他们是完全沉浸在兴奋中的。就是这个团队经过了 1 年多的不懈努力，发现了一种月球新矿

物。这是我国发现的第一个月球新矿物，它的发现改变了我国天体矿物发现历史，使我国成为世界第二个

发现月球新矿物的国家。

“嫦娥石”是这支团队为它精心挑选的名字，而与之相应的英文名字“changeite”却因为与此前已发

现的矿物“changoite”太接近，而被否决。名称没通过，就意味着这项成果暂时还无法发布。

“一个名字而已，改掉吧，按照国际惯例改成以我国地质领域名人或本身的物质结构来命名吧。嫦

娥，外国人根本无法理解。”很多人都在给李子颖建议。

李子颖始终没有回答。“changeite”“changeite”这个名字被他每天一遍又一遍地划在纸上，“我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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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不想改变嫦娥石这个名字，我想把这个寄托着中国航天探测精神和美丽传说讲给世界听，它必然是动人

的。我肯定能找到一个既有中国特色而且也符合国际惯例的英文名字。”

稍作修改后，“changesite”这个名字带着更丰富的内涵被提交了上去。“首先，这是纪念我国嫦娥工

程首次取回的月球样品；然后，它明确了该矿物来自中国传统神话‘嫦娥’（Chang’E）的居住地

（site），即月球；同时也表明该矿物取自嫦娥五号（Chang’E）的降落点（site）；最后，‘S’既是中文

‘石-Shi’又是英文‘石-Stone’开头的第一个字母，从发音上也更接近嫦娥石，国内国际都很好理

解。”，团队带着自信，又将新的英文名称提交申请了。

又等了漫长的一个多月，最终，该矿物获国际矿物学会新矿物分类及命名委员会（IMA-CNMNC）通

过批准。

“看看，月亮上真的有嫦娥。我们中国人美好的神话故事，用我们自己的智慧和努力变成了现实。”

告诉记者这句话时，李子颖的眼中闪着光，兴奋得像个孩子。

打开，1粒“大米”的世界

夜色已经很浓。

坐在桌前、盯着显微镜、用一根纤细的纳米取样针反复去试图剥取一颗 0.000001mg 不到的颗粒……

这个动作已经持续了不止两个小时，此刻，地研院月球研究团队的李婷身体僵直、眼睛酸胀。但她不想放

弃，这个在显微镜下都可能倏忽不见的“小东西”实在太珍贵了。

然而“小东西”仿佛被施了魔法，无数次被纳米取样针推向拨片的边缘，始终不肯“就犯”。她坚持

着，大气都不敢出，生怕一个不留神的喷嚏都会让它失去踪迹。一次又一次的失败重来，“小东西”终于

被她手中的取样针捕获——新矿物取样成功！

在本次月壤研究中，研究员李婷负需要将成千上万的微小颗粒按实验设计挑选分类。这个工作需要稳

定的手上功夫和极大的耐心。

“通常我们挑选地球样品时，可以将凡士林等有一定粘性的物质涂抹在针上帮助蘸取样品，再稳妥地

转移到其他地方。而月壤的挑选不允许引入外来物质污染，只能靠针尖和颗粒之间摩擦产生的一点静电吸

附住样品，这真是一个既充满希望，有时又绝望崩溃的过程。”她这样回忆当初的工作情形。

2021 年 7 月 12 日，第一批 50mg 的月壤抵达地研院。“这 50 mg 中我们签订的协议中规定只能

损耗 20mg。”地研院第一批月球样品负责人黄志新告诉记者。月壤样品的申请中，竞争异常激烈，一共有

23 家高校和科研院所的 85 份通过初审，经现场答辩中，最终仅 13 家单位 31 份申请通过评审，通过

率仅为 36.5%。“得来不易。”这是黄志新的最大感受。

那 20mg，是什么概念？“大概就是 1 颗大点的米粒吧。”就连已经坐惯了实验室显微镜下的工作的

李婷都坦言：“以往的地球样本，相对好获取，样本数量很大有挑选的余地，像这么微小的样本颗粒，太

费力了，通常就换颗样品。可是月壤是极其珍贵的，即使这么微小的颗粒，也不能白白损耗掉。”

在挑样中，根据不同的实验目的，李婷要从 3mg 月壤中，将颗粒多达 50 万颗的样品分成 7 组。第

一批月球样品中颗粒的尺寸集中在 1 微米到 150 微米之间，按密度保守计算，每 1mg 样品中不少于一

万个颗粒。为了尽量不因挑样而改变月壤矿物组成，同时尽量减少样品损失，这些颗粒都要按规则分入对

应的坩埚中——也就是说这样“挑起细小颗粒放入试验器皿”的动作至少重复了上万次。

和这批样品，李婷“死磕”了两个多月。可能也正是因为反复的操作让李婷对月壤样品的了解格外深

刻，当面对这批样品分析获得的大量数据时，这个心细如发的姑娘有了一个重大的发现：“有一种钙磷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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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矿物质它富含钙稀土元素远远高于我们以往认识的此类矿物结构中可以达到的数量，也就说这是一颗我

们认知以外的新矿物。”

然而，它在哪里？这种矿物太少太小，在这批样品中无法找到一颗较好的颗粒能够让科研团队破译它

的结构。

破译，十四万分之一的可能

扫描电镜反复确认、准确定位所需分离切割的矿物，

高能的聚焦离子束从矿物四周进行斜向切割，

底部斜向“入刀”使目标矿物实现和周围围岩分离，

扫描电镜的仓口探入比头发丝还细的钨针，

聚焦离子束对钨针整形后，用铂蒸汽将其焊接到分离的目标矿物之上，采集完的目标矿物从仪器仓中

取出，

放入特制的样品保管“胶囊”，

将其带至下一步开展晶体结构分析的实验室……

2021 年隆冬的一个周六，整栋办公楼都空空荡荡的。“安静、喘气的声音都清晰可闻”，在实验室

小心翼翼度过的这 8 个小时，让钟军至今记忆犹新。就是那一刻，地研院月球团队成功分离出了一粒微

米级矿物，为他们的新发现奠定了基础。

通过对第一批月壤科研样品开展系统研究，发现了新矿物的踪迹，并测定该矿物的化学组成，但由于

新矿物颗粒太小太少，一直无法获得新矿物的理想晶体结构参数，必须要借助新的月壤样品进一步寻找符

合条件的大颗粒标本，才有可能全面证实。“当时我作为第二批样品的申请人压力非常大。”地研院第二

批样品申请人地球化学专业的研究员钟军接受采访时还保持着兴奋的状态。在整个过程中吃了多少苦，此

刻这些研究人员的心里就有多甜。

作为“接棒人”，钟军围绕核能铀钍裂变元素研究主题，反复斟酌挑选了拟申请的最为合适的月球样

品。他阅读了大量文献，和团队成员反复探讨，不断优化和完善借用申请及汇报材料。最终，他们的材料

从 240 多份申请中脱颖而出，成功借用到月球光片样品 1 件。

据钟军介绍，借用到的所谓光片样品是国家天文台已经处理好的特制圆柱树脂靶，直径约 2.5 厘米，

十万余个月壤颗粒被浇筑到树脂靶上并进行了表面抛光，可对靶平面上揭露出的矿物直接开展后续科学研

究与分析测试。一拿到光片，科研团队立刻采用原位微区测试分析方法开展矿物尺度的研究，首先对整个

样品的所有矿物开展了快速的面扫描工作，该样品中接近十四万个的矿物/岩屑颗粒里，几颗仅有头发丝直

径十分之一大小的富含稀土的磷酸盐矿物颗粒，被他们成功“抓取”。

“要想验证新矿物的存在就要把这几个颗粒切出来，做矿物单晶的晶体结构精确解译。而相对较大、

平面上看成分较纯的，适合我们做解构的潜在目标矿物仅有三粒，极为细小稀有。”于是，就有了本段开

篇的那一幕。

紧接着，所切下的颗粒中，唯一的一颗可用于后续验证的颗粒被最终确定下来。李婷所带的物质结构

分析团队利用单晶 X 射线衍射仪对潜在的新矿物开展了后续的精细结构解译，准确确定了这个矿物的晶

体结构，最终确定这个新矿物。

这并不是地研院在地质分析中所发现的第一个新矿物了，在三年时间中，李婷博士所在的团队已经先

后发现了 6 种地球新矿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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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种矿物样品，都是被这样一只白皙、纤细的手拨入显微镜下，不断地观察观察……“你这是被上

帝亲吻过的手啊。”看着李婷的手，记者忍不住感慨。

“如果真的是被上帝亲吻过，那他亲吻的一定是我的勤奋。”李婷笑答。

的确，只有她自己知道在长达 2 个多月的月壤样品分类中累到肩胛骨脱扣的痛苦；自 2004 年步入

大学校门、开启地质学学习以来，沉浸在各类地质专著、埋首于大量数据中的无尽求索；坐在实验室里，

全部世界就只剩显微镜下直径不过一厘米光区的漫长时光……

每个亮如星辰的成就瞬间，背后都是长年累月的乏善可陈。

溯源，科学家的好奇心是无限的

“是什么让我们能抓住这十四万分之一的机会？”记者在采访中，反复地将这个问题提给了这支团队

中不同的人。勤奋、团结、用心、专注……这个团队的 22 个人成员，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答案，然而

所有这些答案汇聚到一起，恰恰就是那句“机会只留给有准备的人。”

为了此刻的成就，我们可以把这支团队准备的时间回溯再回溯……

2020 年 11 月，在李子颖带领下，经过无数次研究讨论后，地研院月球研究团队确定了以月球核能

裂变和聚变元素为主要研究方向。地研院立刻组建了月球样品分析检测实验室。“完善月球样品申请管理

使用制度、构建月球样品保存及处理洁净间、模拟样品演练，这三项任务从那一刻就齐头并进地准备起

来。”分析测试所所长郭冬发向记者介绍。在拿到样品之前，整个团队就制定了周全的技术路线，获批样

品后，实验技术方案反复不断优化，又详详细细地将实验涉及到的细节捋了一遍，不遗漏一点一滴，关键

环节采用模拟样品验证。“所有后面可能发生的情况，我们都有所考虑。尽管，我们月壤申请的主要研究

课题是核能元素和核素的研究，但我们充分考虑了有发现新矿物的可能，因此基础的矿物分析环节从提前

的预演到后面具体的操作计划都安排得非常扎实。这也是我们在完成主要科研课题的同时，能够意想不到

地发现了新矿物的重要原因。”郭冬发如是说。

“十一五”期间，国防科工局关于核地研院总体能力建设的第一笔专项经费拨付下来。从那时起，分

析测试研究所的实验设备设施改造工作逐年展开。此后的时间中，在国防科工局和中核集团大力支持下，

地研院陆续建立了高精尖分析检测实验室，能力水平大大提高……“可以说，我们的分析实验中心高端检

测设备发生了从无到有的蜕变，整体分析检测能力完成了质的飞跃。”地研院总工程师秦明宽感慨地说。

事实上，任何重大科研成果的获得都不可能来自临时抱佛脚。郭冬发举例：“比如，月球样品处理洁

净间原来是专门为做特殊样品保留的洁净间，环境长期以来保持干净整洁——这间‘净室’成了我们开展

月壤研究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场所。”

前沿基础科学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原动力，基础研究一旦产生成果，那很有可能就是颠覆性的、革

命性的。月球样品研究，是典型的前沿基础科学研究，它能推动和带动一系列相关科学技术进步。

“这是一条相当漫长而曲折的道路，无论经费、时间、精力，所有的投入都必然是有限的，而唯一无

限的是科学家的好奇心。”在李子颖的眼中，看待此刻的成就绝不能仅局限于拿到月壤后做了什么，还与

长达半个多世纪以来，核地质科学家们不断探索更多可能的创新实践息息相关。“自我国核地质研究开展

以来，几代核地质学家一直在不断探索新的技术领域。上世纪 70 年代，我们将航测遥感技术引入我们的

研究领域，如今已经建成了国防科技重点实验室；上世纪 80 年代，我们开始做核废物深地质处置，如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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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山项目已开工建设；近年来，我们开拓了地热资源勘查新领域，也取得了喜人的成绩。‘深地、深海、

深空’是国家资源领域的重大战略方向，我们一直围绕这一战略，不断拓展科研能力。‘深地’是我们传

统技术的自然延伸，这次的月球样品科学研究，则是我们由地球走向月球，向‘深空’探索的重要开

端。”最后，该院副院长（主持工作）陈亮说。

图片

月球样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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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团队工作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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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球样品证书

月球样品图（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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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会现场科研团队代表合影

科研团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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