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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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科学》多位审稿人评价，这
些发现“令人兴奋”“为认识整个月球的
地质历史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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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成果论文2024年 12月 20日在

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在线发表。《自然》
审稿人认为，此项研究首次提供了来自
月球背面的古磁场测量结果，为提升人
类对月球磁场的认知作出了重要贡献。

为验证月球岩浆洋假说补
上月背“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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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成果论文2025年2月
28日在国际学术期刊《科学》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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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项研究还提出，形成月背南极-艾
特肯盆地的巨大撞击可能改造了该区域
的早期月幔，为探索月球起源和演化提
供了关键科学依据。

月球最大撞击“疤痕”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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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一发现为太阳系早期大型撞击历史提供
了初始锚点，对探索月球乃至太阳系早
期演化历史具有重要科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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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成果论文2025年4月9日在国际学
术期刊《自然》在线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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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测：“针筒玩具”可轻易
刺穿生肉和西瓜

为了验证针筒玩具的注射器穿刺力，
记者从网上购买了一款捏捏乐针筒玩
具，并进行了实测。

记者摘下针筒玩具中的注射器针套，
发现其外观与医疗针筒并无二致，唯一
区别在于尖端部位为平角而非锐角。

为测试其穿刺力，记者首先用注射器
刺向生肉。结果显示，无需使用很大力
气，注射器便轻易穿透生肉。

随后，记者又将目标转向西瓜，注射
器同样毫无阻力地直接刺入西瓜内部，
且整个针头一次性全部进入。

市场监管部门：此类玩具
存在安全隐患

这种产品主要通过网络渠道销售，销
量可观，深受小朋友们喜爱。然而，上海
市市场监管部门近期针对此类玩具做了
一次检测，发现该玩具的确存在一定的
安全隐患。

市场监管部门工作人员表示，这款产

品明示的年龄是3岁以上。按要求，3到
8岁儿童使用的玩具若存在功能性锐利
尖端，应设有警示说明，而这款产品并未
设置，因此无法提示消费者在使用过程
中可能存在刺伤风险。

经检测，本次采集的27批次样品中，
26批次产品注射器及针头属于含有功能
性锐利尖端，但未设警示说明；还有12批
次产品的塑料袋薄膜不符合标准要求，
袋的平均厚度和最薄厚度均小于规定
值，且正反面均未打孔。

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强
调，经专家综合研判，认为这款产品确实
存在安全隐患。因此建议消费者不要给
孩子购买使用含有注射器针头的玩具，这
种产品有功能性锐利尖端，即使在有警示
语的情况下，儿童在玩耍时仍有可能会刺
伤皮肤。工作人员提示生产者，应当提供
安全性更高的替代工具，或改进玩具塑胶
体的原材料配比、生产工艺，以确保非锐
利尖端类工具也能实现玩耍功能。

有安全隐患的“三无”产品
为何能在线上销售？

这样一款存在安全隐患的“三无”产

品，为何会被包装成儿童玩具，堂而皇之
地在网络购物平台销售？面对这一问
题，又该如何进行有效监管？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巍分析指出，
首先可能是监管部门对相关产品没有作
出明确的定性处罚；其次，对于产品本身
的性质，包括其能否生产、适合几岁孩童
玩等问题，包括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在内
的相关部门尚未给出明确定性。目前，
在相关管理部门没有定性前，平台很难
做到普遍性处理。

朱巍分析称，若要让这类针筒玩具在
网络平台禁售，需要相关部门给予定性，
一旦作出相应的处罚，互联网平台及电
子商务平台应当依法下架相关产品。

朱巍还提到，如果这类产品已经造
成相关伤害，若相关部门在办理案件时
发现此类产品问题并非个案，而是具有
普遍性，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
年人保护法》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或互
联网平台发送司法建议。这种司法建
议应被视为对事件性质的最终认定之
一。相关平台在接到行政处罚决定或
司法建议等指令时，均有义务依法下架
涉事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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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针筒、一个捏捏乐，组成了一款近期风靡校园
周边文具店的儿童玩具产品。这款玩具的针筒部分看
上去和医院使用的注射器几乎一样。网络视频宣称其
玩法简单，十分解压，只需用针筒把空气注入玩具中，
形成空气泡，再捏爆即可。

这款玩具已在北京、四川、江西、广东等地的校园
周边出现。不少家长对此类玩具的安全性表示担忧。

据了解，云南已经发生小朋友因为玩这种玩具伤
到眼睛的医疗案例。经调查，这款针筒捏捏乐解压玩
具在网购平台均有销售，价格在1到30元之间，商家
大多强调玩具使用了环保安全的材质，却不提注射器
的安全隐患。

央视新闻节目截图

嫦娥六号月球样品记录的两期玄武质火山活动及其月幔
源区性质示意图 中国科学院供图

嫦娥六号玄武岩样品磁场记录揭示28亿年前存在相对活
跃的“月球磁场发电机”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供图

嫦娥六号着陆区、着陆器及月球样品中的玄武岩岩屑（电
子图像）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供图

盘点嫦娥六号月球样品发现：

人类正认识一个“全新”的月球

嫦娥六号月球样品研究结果表明，月球背面月幔比正面月幔更“干”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供图

针筒玩具可轻易刺穿生肉和西瓜
家长速查孩子的危险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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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