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嫦娥一号”升空的
时刻，13岁的南京第三高级

中学初二学生唐洁雯和她
的指导老师王龙正在北京
关注着。他们应中央电视台
之邀，将参与“嫦娥一号”
相关节目的制作。而这一切
都缘自今年 8月 26日那特
别的9分19秒。

2007年8月26日傍晚
18时 50分 11秒，当话筒
里传来宇航员克莱顿·安德
森的声音，南京三中文昌校
区的操场上响起了欢呼声。
对话宇航员的活动终于成
功的开始了。“我是唐洁雯，

你能从空间站看到中国的
长城吗？”唐洁雯快步走近
话筒，用英文问出了第一个
问题。接下来，19位学生代

表一一用英文提问，通话 9
分 19秒，直到 18点 59分
30秒。昨天，曾与宇航员通
话的学子们怀着自己的航
天梦想，一起关注“嫦娥一
号”的一举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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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22日下午记者见

到了当晚就要出发去北京的
唐洁雯，虽然衣着朴素，但大
方的谈吐和可爱的笑容让小
姑娘显得非常出色。“我很
兴奋，老师昨天才通知我的
呢，真不敢相信是真的！”

当天晚上，南京三中文

昌校区的物理老师王龙和
唐洁雯带着电台设备踏上
了去北京的旅程。他们是受
中央电视台新闻节目中心
新闻评论部的邀请，将在10
月25日晚参加关于 “嫦娥
一号”的现场直播。南京三

中师生是作为中国中学的
唯一代表，因为他们曾在今
年 8月成功与宇航员进行
“天地对话”而幸运中选。

接到邀请的唐洁雯特别
兴奋。她说，前一天才知道
这个消息，赶紧进一步了解

了关于 “嫦娥一号” 的情
况，又加紧复习了无线电知

识。因为她在“天地对话”
中第一个问的问题就是在
太空能不能看到长城，估计
这次也要提到，而她自己虽
然得到宇航员的回答是看
不到，自己也认为由于种种
原因不大可能看到，但她仍

会利用此次和专家们接触
的机会再次请教。王龙老师
此次将携带部分电台设备
在电视上进行展示。他说，
此前已经做过实验，学校现
有的设备可以完成地球和
月球表面之间的通讯，不过

在此次 “嫦娥一号” 发射
时，他带着部分设备在北
京，天线却在南京，所以不
太可能进行相关活动。
“最希望和我们中国的

宇航员进行天地对话！”王
龙老师和唐洁雯表达了共

同的心愿。他们说，除了等
待这一天的到来，他们此次

进京还将争取能够在不久
以后进行“奥运小卫星”的
信号测试，现有的设备已经
具备这样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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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天晚上，当记者拨通

唐洁雯在北京的电话时，小
姑娘正在“补课”呢！“我要
多学学‘嫦娥一号’的相关

知识，我的资料都是从南京
带来的！”当天下午，唐洁雯
和王龙老师一起到央视的
第九演播室为 10月 25日
进行的直播节目彩排。三中
师生的节目大约安排在 10
月 25日晚 9：30左右，这一

场的内容是关于卫星的，系
列活动的总名称是“银河之
夜”，到时候做主持的是白

岩松和李晓萌。
“现场还会播放我们 8

月26日天地对话的短片！”
说起这事小姑娘特别自豪，
让全国的大人小孩一起感

受当时激动的一刻让唐洁
雯感觉非常特别。“在现场，
我可以向专家提两个关于
‘嫦娥一号’的问题，所以

我正在准备。”唐洁雯说，自
己有两天的时间来想问题，
一定要有价值才行。

和唐洁雯相比，王龙老
师要平静很多。他一直致力

于青少年无线电知识的普
及。“我在唐洁雯提过问题
后会上场，带上我们参与天
地通话的部分设备，介绍相
关的情况。”王龙老师说，他
自己特别希望通过这次“嫦
娥一号”的发射让有关部门
重视在青少年中普及科技

教育，并且为老师提供培
训。“回来后我会尽我的能
力进行科普工作，帮助更多
青少年了解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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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上次和宇航员对话

近两个月了，参与通话的学
生们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
化？“我现在去文具店买文
具老板都认出我了。”

尚本威郎是一位无线电
迷，曾经得到过无线电对讲
机通讯常规赛的冠军，在 8

月份的“天地通话”中他是
第二个提问的。“真羡慕唐洁
雯可以去央视现场参加活
动。”尚本威郎也非常想代表
学校去展示一下自己的风采，
他经常用学校的设备和外国
无线电爱好者进行联系。“我

明年争取再拿两个冠军。”尚
本威郎对“嫦娥一号”特别关
心，现在这已经成了大家在
课余的热点话题。

初二（9）班的张怡年
想起要看“嫦娥一号”发射
就开心。“我总会遐想人类

有一天会脱离地球，到月亮
或火星上居住。”现在这个
梦想有些遥远，但也许未来
能成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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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朋友的眼中，“嫦
娥一号”卫星是一个大人们

制造出来的“玩具”，随着
这颗卫星的成功发射，大人
们将逐渐揭开远在 38万公
里以外的月球上的秘密。在
一个从事行星研究 40多年
的天文学家王思潮的眼里，
“嫦娥一号”意味着我国月

球科学开始了一个新阶段。
昨天，在南京青少年宫，

百余名小朋友和江苏省天
文学会副秘书长一同收看
“嫦娥一号”发射直播。而
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的研究
员王思潮则选择一个人在

家里静静地观看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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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了，成功了。”就

在“嫦娥一号”火箭发射点
火后的第10秒，就在大家心
都揪在一块儿的时候，江苏
天文学会副秘书长严家荣就
激动地大喊。现场的100多
名小朋友看着电视画面上滚
滚的白烟，以及火箭一飞冲

天的样子，也跟着欢呼起来。
十几名小朋友哗啦一下

全部围了上来，七嘴八舌地
问严家荣各种各样的问题。
晓师附小六年级的刘铭楠问
道：“火箭在发射的一瞬间为
什么会冒出那么多的烟？”

严老师回答说，卫星在发射
时需要巨大的助力，这个力

量需要燃料来保证，燃料在
燃烧时温度非常高，为了防

止发射井被烧坏，需要大量
的水降温，在降温的过程中
就会产生巨大的白烟。

那么卫星在发射时，往
哪边拐弯呢？拉萨路小学一
个小朋友问道。严家荣说，
发射的方向是东南方，卫星

上天之后，会在很短的时间
内到达太平洋上空，这样便
于我国“远望”号的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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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家荣问小朋友说，你们

知道月球上还有一个“嫦娥”
存在吗？严家荣说，其实，月球

上还有一个“嫦娥”存在，它
是一个月坑的名字，这个
Chang_ngo（嫦娥）月坑位于
西经2.1度，南纬12.7度，直
径约3公里。美国阿波罗16
号拍摄过两张照片。严家荣介
绍说，月球表面有许多圆形凹

坑构造，称为月坑。月坑大小
不一，小的直径只有几十厘米
甚至更小，大的直径达200
多公里。月坑底部一般很平
坦，深度约几十米到6公里不
等。多数月坑是陨石撞击形成
的，也有的可能是火山造成

的。月坑大多以著名天文学家
或其他学者的名字命名，月球

背面还有以中国古代人名石
申、张衡、祖冲之、郭守敬、万
户命名的月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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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晚上6点半，记者

采访了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员
王思潮，年过七旬的他从事
行星研究已经40年了。他在
电话中告诉记者，从5点多
开始，他就守在电视机旁，等
待着卫星发射的现场直播。
“这次‘嫦娥一号’卫星发射

初步非常顺利，在最关键的
前20秒就能判断出来。”

说到此次“嫦娥一号”
的发射成功，王思潮显得十
分激动。“我从事行星科学的
研究已经40年了，十年前我
去美国访问，美国的科学家
问我想不想触摸一下月球，
然后他们拿出了一小块从月

球上带回来的陨石。那个时
候我就想什么时候我国的科
学家也能够研究我们自己从
月球上采集来的标本。今天
我打心底觉得高兴和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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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嫦娥一号”擦着

南京地区而过，一些痴迷的
天文爱好者并没有在天空中
寻找到卫星的踪迹。

王思潮告诉记者，“嫦
娥一号”发射的第一轮，“嫦
娥一号”可以在所经过的城
市上空能看到，那是一个不

是很大的小行星从西边往东
边滑。“嫦娥一号”经过了
重庆、贵州、福建、广东等
地，遗憾的是并没有经过南
京地区。王思潮告诉记者，
还有一个机会观看到“嫦娥
一号”，是在天亮之前一两

个小时，但是由于地球自
转，卫星的轨道将偏西，也
就是说，“嫦娥一号”两次都
与南京擦肩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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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傍晚，南京航空
航天大学将军路校区的广

场上已经开始人声鼎沸，
几名男生低头安装着“火
箭”，从外形上看来，和真
的火箭倒也十分相似，有
尾翼也有箭头，只不过个
头要小得多。

为什么称之为“水火

箭”呢？设计者之一的刘
旭介绍，“水火箭”其实是
由大的雪碧瓶做成的，里
面装了约三分之一的水。
而“水火箭”和真火箭的
发射基本原理其实是完全
一致的，“水火箭”是将空

气压力、水的压力转变为
动力，而真火箭是将燃料
发生化学反应，产生动力。
可别小瞧了这个假火箭，
在测试中，这架“火箭”曾

经越过了21层的高楼！
发射准备了，刘旭和

助手将“火箭”摆放在发
射架上，并不停地用气筒
往“火箭”里打气。伴随着
同学们的倒数声，“火箭”

噌的一声，腾空上升。紧接
着，高空中的“火箭”头部
窜出一个小小的降落伞，

并且带出了一个更大的降
落伞。在降落伞的牵引下，
“火箭”缓缓而降。

刘旭仅仅是一名大一
学生，但是从小他就对天

文学、航空航天十分感兴
趣。“我现在要认真学习
航空航天的知识，希望将
来有机会参与探月的二
期三期工程中！”对自己
的将来，刘旭早早做好了
规划。 GHIJ tuv

昨晚，我国发射首颗
探月卫星“嫦娥一号”，

牵动着南京几十万中小
学生的目光。“发射前那
会儿，我的心都快跳出来
了！” 北京东路小学五
（1）班易之同学早早赶
回家，今天，为了能让学
生收看重要场景，学校老

师基本没布置什么作业。
在宣布发射成功的那一
刻，小朋友们约好要同时
热烈鼓掌100下！

记者还从南师大附
小、中山小学、一中、三

中、九中等10多所学校
了解到，认真收看今晚的
“嫦娥奔月”，成为了昨
晚南京绝大多数学校共
同的“一号家庭作业”。
“这几天都 ‘憋’ 死我
了！”“小天文迷”包泽

浩刚刚9岁，但他已是学
校的“小小天文家”了。
包爸爸兴奋地告诉记者，
他最担心老师今天布置
一堆作业，把孩子的这顿
“大餐”给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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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的10月24日，
南京市第三中学初二

（8）班的孙岳川同学早
就回家吃父母准备的生
日蛋糕了，但是昨天，他
要留在学校和老师和同
学们用特殊的方式一起
过14岁生日。因为今天
也是“嫦娥奔月”的“生

日”。令他没想到的是，
远在北京参加 “嫦娥一
号” 发射电视节目的同
学唐洁雯通过电话也对
他表达了生日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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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晚 7：00左右，一
盏盏孔明灯徐徐上升，越

飞越高。这是南京理工大
学记者团的学生们为了
庆祝“嫦娥一号”卫星发
射成功而放飞的。

孔明灯原来是作为

军事用途，用来传达军事
讯息等，这次学校放飞孔
明灯意在祈求美好愿望。
“我们放飞孔明灯的含
义在于：飞得高那是一种
寄托，飞得远就是一次期
望，照得亮是一倍成功，

照得远是一步跨跃。这是
我国第一次发射绕月卫
星，而且侯鹰总工程师是
我们校校友，我们应该积
极响应。”记者团团长刘
欢欢同学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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