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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使人类 自豪的
“

阿波罗
”

登陆月球
,

被俄罗斯

的亚历山大
·

戈尔多夫的一篇《本世纪最 大的伪造》

搞得世界舆论哗然
。

他认为
,

所谓美 国宇航员在月

球上拍摄的照片和摄像记录
,

都是在好莱坞摄影棚

中制造出来的鹰 品
。

而引起世界舆论哗然的还有
%

美国国家宇航 局承认在上千 张登陆月球照 片中有

�# 张看起来有伪造之嫌 & 自称 曾亲 自参与了阿波罗

登月计划工作的
,

出版了《我们从未登上月球》& 以美

国著名物理学教授哈姆雷特为代表的原来就持怀疑

态度的学者
,

又纷纷站出来
,

对一些关键性的漏洞提

出质疑 &登月英雄阿姆斯特朗
,

对登月之事始终保持

沉默
,

拒绝任何形式的采访 &
美国一家权威的社会调

查机构统计结果表明
,

约 ∀# ∋ 的美 国人认为阿波罗

登月是美 国国家宇航局制造 的大骗局
。 “

阿波罗
”

登

月的是是非 非至今 给人 们 留下 的仍是 不解之 谜
。

《本世纪最大的伪造》中主要阐述 了 ( 大观点
,

用以

说明登月属质品
。

下面我们用运动学知识分析其中

有明显不妥之处的两个观点
。

戈尔多夫观点之一
% 从摄影记录片中看到宇航

员在月球表面行走犹如在地面上行走一样
,

实际上

月球上的重力要 比地球上 的重力小得多
,

因而人在

月球上每迈一步就相 当于人在地面上跨 跃了 (一!

米长
。

对此
,

我们可作如下推证
%

人与接触处的作用

力是由人体生理特点和接触处所决定的
,

不随重力

加速度的变化而变化
,

即地球和月球上
,

这个作用力

是相同的
,

可设为 )
,

作用时间为 ∗
。

根据冲量定理

可得
,

质量为 + 的人
,

其脚离开接触处时的速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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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在正常行走
、

跨 步时

有短暂的腾空
。

可将人 的跨步过程简化为
%

质量为

+
,

速度为 。 ,

倾角为 . 的斜上抛运动 &如图 ∀ 所示
。

斜上抛运动可以分解为水平方 向的匀速直线运

动和竖直方向的竖直上抛运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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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月球上
,

设宇航员的质量为 :
,

则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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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分析可知
,

)
、
∗
、

#
、

9 都是相同的
,

则 当 :

二

拓 + 时
,

则有翔
二 % 地 ,

6 月 二 6 地
,
% 月 二

拓坑
,

即宇航

员在月球上每迈一步与他在地球上跨跃一步一样远
,

跳跃的高度与地球上近似
,

只是腾空时间比在地球上

略长
。

说明摄影记录片中宇航员在月球表面行走犹如

地面行走一样
,

是符合月面行走特征的
。

而戈尔多夫

的
“

人在月球上每迈一步相当于人在地面上跨跃了 (一

! 米长
”

的前提条件是人不穿宇航服在月球上行走
,

即

: 二 +
,

则
二月 二 ! % 地 ,

事实上
,

宇航员在月球上行走是

必须穿宇航服的
,

它是维持人的生命的最基本的条件
。

因为月球上没有大气
,

没有宇航服设备人无法呼吸
。

月球上阳光直射的地方温度可达 ∀� ℃
,

更为可怕的宇

宙射线将会置人于死地
。

假设宇航员奥尔德林在地球

上的质量 + 二  ( ;9
,

那么穿上宇航服的奥尔德林的质

量 : 二

拓 + 二 ∀4<
,

 ;9
。

这与各种资料上介绍的
“

沉重
”

的宇航服是吻合的
。

而戈尔多夫的推论错在忽略了质

量变化对腾空高度
、

跨步长度的影响
。

戈尔多夫观点之二
% 登月仪器在

“

月球表面移



动
”

时
,

从轮子底下弹出的小石块 的落地速度也 同地

球发生同一现象的速度一样
,

而在月球上这种速度

应该比在地球上快 ! 倍
。

戈尔多夫的这一观点
,

我们可作 如下推证与说

明
%

从轮子底下弹出 的小石 块
,

可以看成是质量 为

。
,

初速度为
。 ,

与水平方向间的夹角为 . 的斜上抛

运动
。

根据斜上抛运动上升阶段和下降阶段的对称

性可知
,

起飞速度 的大小与落地速度大小相等
,

与地

理位置无关
,

即与在地球上还是在月球上无关
。

因

此
,

登月仪器在月球表面上移动时
,

从轮子底下弹出

的石块落地速度应与地球上发生同一现象的速度一

样
。

这样也说 明了登月仪器在月球表面移动时
,

弹

出石块 的情形具有可信度
。

这个简化 的斜上抛运动
,

在地球上和月球上不

同的是
“

在空中飞行的时间
” 、 “

上升最大高度
”

及
“

水

平射程
” 。

斜上抛运动可以分解为水平方向的
% 二 二 妙

·

=>0 >

的匀速直线运动和竖直方向的
。 , 二 %

·

012 口的竖直上

抛运动 & 如图 ∀ 所示
。

由竖直方向分运动求飞行时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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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底片上是不会 留下痕迹的
。

即使是夜空中最亮的

星星
,

如猎户座的天狼星
,

也需曝光在 �一< 秒以上
,

而且 留下的也是该星的运动轨迹
。

所谓群星闪烁的

夜空照片
,

如果没有 超大孔径或设 置能够抵消地球

自转造成位移的特殊装置的天文望远镜
,

几乎是不

可能拍摄 出来 的
。

因为星空太暗了
,

所 以我们迄今

只能见到拖着圆形轨迹的星空照片
,

而从未见过和

肉眼所见一样 的星空照片 �由天文望远镜所拍的例

外 ∃
。

鲍先生证明照片是真实的 Α

二
、

图像上物品 留下影子的朝向是多方向的
。

而太阳光照射物品所形成的阴影应是一个方 向的
。

此问题争论的焦点是奥尔德林站在月球上的一

幅照片
。

在他 的左侧背光面�即左腿内侧 ∃有 明显的

补光 痕迹
。

鲍 昆先 生却 认为
%
综合美 国太空 总署

Β Χ7Χ 的网站照 片可知
,

奥尔德林 的左侧背光面的

强光是由登月舱的反射光造成的
,

在强烈 的阳光直

射下
,

登月舱实际是一个非常好的反光板
。

鲍先生

的这一看法
,

同时也从侧面说 明了为什么图像上物

品留下的影子是多方向的
。

三
、

摄影记录中那面插在月球上的星条旗在迎风

飘扬
,

而月球上根本不可能有风把旗子吹得飘起来
。

对戈尔多夫的这一观点
,

也有两个非官方的说

法
%

一种说法是
,

宇航员在旗子上边安装了一根弹簧

状的金属丝
,

使它舒展开来 &另一种说 法是
,

照片上

所见到的星条旗是铝制 品
。

以上两个说法
,

均想说 明为使星条旗在无风的

月面上看 上去也像 迎风招展
,

使用 了特殊的方 法
。

当然
,

阿波罗计划的参与者均为世界科技精英
,

他们

应该考 虑到月球上无风
。

再说这些 照片的公开发

表
,

恐怕也要经过极其严格的审查吧 Α

当然
,

我们也不能仅仅 因为戈尔多夫的观点有

误或论据不足就可以说明阿波罗登月是真实的
。

因

为还有很多证明可以说明它是骗局
。

如从能量的观

点说
,

现代航天 飞机只能把 �# 吨载荷送上低轨
,

而

当年的土星五号却能轻而易举地把 ∀# # 吨以上载荷

送上地球轨道
,

将几十吨物体推 出地球重力圈
。

外

界对此的疑问是为什么后来弃而不用土星五号
,

据

说连图纸都没有保存下来
。

阿波罗登月给我们留下太多太多的困惑
,

我们距

离真相仍很遥远
。

以后
, “

阿波罗
”

登月仍将是人们茶

余饭后的谈资
,

但不管登月的真相如何
,

它却有力地推

动了科技的发展
,

促进了计算机的改良
,

使人类对宇宙

的探索向前迈了一大步
,

它的贡献已远远超出它本身
。

现代物 理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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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推证可知
,

石块在 月球上的运动时间长
。

从视觉角度上看
,

应该是石块在月球上 的运动比在

地球上同一运动显得慢
,

而不应该比在地球上快
。

除 以上两观点有明显错误外
,

对戈尔多夫的另

外三个观点
,

也有不 同的证据说明其不合理性
。

一
、

在所有的登月照片和电影记录片中
,

没有

一张照片或电影记录片能在太空背景中见到星星
。

�# #∀ 年 2 月 � 日
,

《北京青年报》发表 了鲍昆

先生的《真假登月

—
中国摄影家看阿波罗登月照

片》
。

鲍先生从一个职业摄影人的角度 阐述 了 以下

观点 %
有过夜间摄影经验的人都会有这样 的体会

,

拍

摄晴朗的月亮
,

大概的曝光组合为 ) 7
,

! −∀ −� 一 ∀ 秒 −

∀( #∀ ## ℃�视大气 能见度 而定 ∃
,

这 时夜空 中的星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