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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兔二号揭开玉兔二号揭开““神秘小屋神秘小屋””面纱面纱
在迎来嫦娥四号着陆月球

3周年之际，1月6日，玉兔二号
月球车行驶里程突破 1000米，
达到 1003.9米。目前处于第 38
月昼工作期，工况正常。

前不久，玉兔二号发现了
天际“神秘小屋”，一时间引起
广泛关注。网友给出自己的猜
测：“广寒宫”“外星基地”……
众说纷纭。就在玉兔二号再次
醒来之时，作为驾驶员的嫦娥
四号巡视器遥操作团队也迫不
及待开启了揭秘探险之路。

“昂首阔步”北上探险

为了尽快揭开“神秘小屋”
的面纱，驾驶员们在玉兔二号
唤醒前狠下功夫，他们想方设
法研究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让
玉兔二号最快速地移动到位。
在综合分析能源、热控、移动性
能、测控条件等因素后，结合月
背凹凸不平的地势，驾驶员们
设计出了一套“昂首阔步”的高
效移动策略。

首先，在感知成像的时候
将俯仰角稍微上抬，“昂首”的

姿态可以将感知成像的最
远距离由十几米拓展

到 30 多米，既
避免了
“ 抬

头”导致的视场内过曝区域扩
大，又能够在地形和感知图像
允许的情况下，提升每一步的
移动距离。

不仅看得远，还要走得久。
在平台热控允许的情况下，驾
驶员们适当推迟进月午或者提
前出月午，压缩午休时间，实现
挤出一整天多走一步的目的。
三管齐下，玉兔二号的移动效
率得到显著提升。

虽然有完善的探险方案，
但等待玉兔二号的第一个挑战
便是三坑“品字形”包夹的不利
局面。

在玉兔二号的东、西、北三
个方向各有一个坑将其夹在中
间，但好在坑与坑之间还有些
许空隙，驾驶员们控制玉兔二
号起步向东北绕行，走过坡度
较高的区域，转而向西北继续
顺着等高线进军。轻巧的两步
便走了接近 9 米的距离，比以
往不超过 7米的移动距离有了
长足进步，“昂首阔步”的策略
初见成效。

此后，玉兔二号与驾驶员
们的配合渐入佳境，“昂首阔
步”与“精准控制”双剑合璧，控
制着玉兔二号在月背“大步”向
前。9米、11米、12米，玉兔二号
不断刷新着自己单步里程的纪
录，加上月昼上午适当推迟进
入月午，玉兔二号实现了4步
移动，最终

在月昼上午收获了行走 39
米的好成绩，步步紧逼“神秘小
屋”。

月昼下午，驾驶员们操控
玉兔二号从目标方向上的两个
撞击坑穿过后，便及时寻找舒
适安全的休眠区域。

据介绍，玉兔二号的可休
眠点很多，但是达到严格范围
标准的可休眠点却屈指可数。
驾驶员们选择了一个范围很小
的严格休眠区域，必经之路上
还有一个几乎与车身等宽的小
型坑，玉兔二号必须精准地从
撞击坑上跨过，准确停驻在狭
细的可休眠区域内。为了确保
休眠期间的安全，驾驶员们再
次开启一波操作，最终圆满完
成了第 37 月昼北上探险的全
部任务，6步移动了 59.7米，休
眠时距离“神秘小屋”的直线距
离仅剩 30多米，揭开神秘面纱
指日可待。

“神秘小屋”到底是啥

月夜期间，驾驶员们无比
激动，按照当前移动速度，玉兔
二号将迎来工作三周年纪念
日，同时行驶里程也将突破
1000米大关，还能够对“神秘小
屋”一探究竟。这些悬念交织
在一起，让

驾
驶 员 们 摩 拳
擦掌，对即将到来的月昼充满
期待。

2021年12月27日，玉兔二
号唤醒后迎来第 38 月昼的工
作，目标仍是继续北上。先是大
步流星的 3次移动，7米、9米、
10米，步子越跨越大，总里程来
到了 992.3米，此时距离“神秘
小屋”只剩下 10 米左右的距
离，终于可以揭开“神秘小屋”
的神秘面纱了，驾驶员们立刻
安排全景相机进行了彩色成
像。

远在天际时仿佛凯旋门
一样高大的“神秘小屋”，走近
看竟然甚是矮小，驾驶员们不
免有些失望。正当大家失落之
际，一个驾驶员盯着放大的画
面，捂住嘴巴惊呼：“天呐！这
是……玉兔！”

听到他的声音，大家再次
围了上来。只见一只栩栩如生
的兔子映入眼帘，“玉兔”前面
零落的石块仿佛一根胡萝卜，

“玉兔”后方滚圆的石珠仿佛
“玉兔”餐后的产

物。眼前的景象恰如一只正要
进食的兔子，画面妙趣横生。

这只“兔子”是天外来客还
是月背居民？

在期待与疑问中驾驶员们
感慨着宇宙的奥妙，迅速调整
了工作方案，在月昼下午继续
往高处前进，朝着“玉兔”高歌
前进。1月 6日中午，驾驶员们
便开启了本月昼下午的任务。
一连十几个小时的工作大家却
不知疲倦，接近午夜时刻，玉兔
二号的累计行驶里程终于突破
了 1000米大关，达到了 1003.9
米。

3年以来，在飞控人员的精
准控制下，嫦娥四号着陆器、巡
视器、中继星完成了一个又一
个艰巨的任务，在月背征途中
不断刷新自己的纪录，继续探
寻月球背面的奥秘。据介绍，当
下一次休眠唤醒，玉兔二号还
将近距离探测“玉兔”，并对它
身后的大型撞击坑进行感知。

据《光明日报》

千年爆发一次、威力堪比1000颗广岛原子弹

搅动半个地球的汤加火山喷发有多猛？

一波四英尺（约1.2米）高的海啸浪潮袭

击了汤加首都努库阿洛法，人们纷纷涌向地

势较高的地方。据目击者称，随之而来的还

有从天上掉落的火山灰。

据报道，此次火山喷发规模非常巨大，

释放的能量大概相当于 1000 颗广岛原子

弹。“中国气象爱好者”发文称，这有可能是

1991年菲律宾皮纳图博火山喷发以来，全球

最强的火山喷发。

目前，这场“史诗级”火山喷发引发的海

啸，已抵达太平洋沿岸多国。据央视新闻客

户端消息，根据全球水位监测数据显示，此

次火山喷发引发了越洋海啸，影响了整个太

平洋沿岸地区。简而言之，这场爆发于南太

平洋的火山喷发，搅动了近半个地球。那么，

为何这次火山喷发会如此猛烈？接下来又会

发生什么？

“巨大的雷声”

在这次火山喷发中，太平洋沿岸的智

利、日本和新西兰等国监测到明显海啸波，

最大海啸波幅达 1.5米。我国沿海海域于 16
日凌晨监测到海啸波，其中浙江石浦站最大

海啸波幅约 20厘米，其余潮位站海啸波幅

均小于15厘米。

在 800 多公里以外的斐济，可以听到

“巨大的雷声”。2300多公里之外的新西兰已

经发布了火山爆发引发风暴潮警告，“这个

国家的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强风和异常的

海浪”。一名新西兰天气预报员在推特上写

道：“（火山喷发的）能量释放简直是惊人，据

说新西兰各地都有人听到了音爆。”

此外，海啸还抵达 4000公里外的美国

加州圣塔克鲁兹，海水涨高漫进民宅，海岸

边也出现了大浪。当地时间 1月 15日，智利

海军海洋测量局通报称，海啸已于当天下午

抵达智利北部太平洋沿岸地区，多个沿海城

市遭遇超两米的巨浪袭击，部分市区出现海

水倒灌。
远在 8000公里外的日本也受到波及，

日本气象厅 16日凌晨连续发布海啸警报。

这是日本自2016年11月以来首次发布海啸

警报。根据岩手县内观测点观测到的海啸高

度显示，久慈港最高110厘米、釜石40厘米、

大船渡30厘米、宫古40厘米。

“浮出水面”

据报道，洪阿哈阿帕伊岛火山是高度活

跃的汤加-克马德克群岛火山弧的一部分，位

于汤加首都努库阿洛法以北65公里，海拔约

100 米。隐藏在海平面之下的是一座高约

1800米，宽20公里的巨型海底火山。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这座海底火山经常

喷发，2009年的喷发之后才“浮出水面”形成

了一个新的岛屿。最近较为严重的一次喷发

是在 2014年底至 2015年初。该火山多次喷

发，当时曾造成汤加空中交通瘫痪。而正是

在这次喷发后，才有了洪阿哈阿帕伊岛的诞

生。
奥克兰大学的火山学家克罗宁解释道，

2014年底至2015年初的喷发形成了一个新

的火山锥，将附近的两个岛连接起来，形成

了一个约5公里长的岛屿。

“千年一遇”

据报道，2021年12月20日后，这座火山

突然开始活跃，但在今年1月11日一度进入

短暂休眠期，紧接着于 14、15日连续两日喷

发。
克罗宁称，此次喷发是汤加过去 30年

来最大的火山喷发，“横向蔓延范围广，产生

的灰烬多”。他同时指出，这也是这座火山

“千年一遇”的大规模喷发。

他解释道，研究人员在古老岛屿上的沉

积物中发现了汤加火山口过去两次大规模

喷发的证据。“我们发现，这些化学成分与65
公里外的最大岛——汤加塔普岛上的火山

灰沉积物相匹配，然后通过放射性碳测年法

确定了大规模火山喷发大约每 1000年发生

一次，上一次是在公元 1100年。”克罗宁说

道。
鉴于掌握了这些信息，1月15日的喷发

似乎正好符合一次“大规模喷发”的时间表。

据“红星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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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松解决哺乳期奶少，堵奶，乳
腺管不通畅，清水奶，大小乳等问题。
电话微信：18730726672 无痛催乳刘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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