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嫦娥三号预计2013年“访月”
嫦娥二号传回第一批深空数据

填补太阳风探测空白，预计超期服役至明年底

再过10天，嫦娥二号将迎来翱翔寰宇一周年
纪念日。记者昨日从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获悉，
我国第二颗月球探测卫星嫦娥二号成功地从172
万公里外深空传回第一批科学探测数据。

目前，嫦娥二号卫星状态良好，各类飞控事件
执行正常，剩余推进剂约115千克。

8月25日23时27分，经过77天的飞行，嫦娥
二号在世界上首次实现从月球轨道出发，受控准
确进入日地拉格朗日L2点的环绕轨道。截至9月
20日，嫦娥二号卫星已环绕L2点稳定运行26天。

据悉，嫦娥二号卫星预计环绕L2点飞行至明年
年底，为我国即将建成的深空测控站提供空间测试
和校验目标，进一步验证我国远距离测控能力。

记者同时从国防科工局获悉，嫦娥三号目前
正处于初样研制阶段，正在进行大量试验验证工
作，预计2013年前后发射。

170万公里外太空有数儿了
探月工程副总设计师孙辉先表示，这是我国

首次在距地球约 170 万公里，相当于 200 多个地
球半径空间进行探测，其科学探测数据对我国的
空间科学弥足珍贵。

这些数据是在嫦娥二号从月球飞往拉格朗
日L2点过程中，太阳风离子探测器、太阳高能粒
子探测器、γ射线谱仪等三种有效载荷开机所获
取的空间环境探测数据。

根据工程总体安排，将于近日择机再次开启
部分有效载荷，执行科学探测任务。

从 9 月 15 日 19 时 25 分开始，嫦娥二号以每
秒750千比特的速率将以上三种有效载荷收集的
数据全部传回地面，3个多小时共下传数据7千兆
比特。这些地球到日地拉格朗日L2点之间的空
间环境探测数据，对提高我们对日地空间环境的
认识具有重要价值。

太阳风探测我国独一份儿
此外，嫦娥二号可以与美国ARTMIS、

日本GEOTAIL等卫星形成多点观测研究。
探月工程地面系统总设计师李春来表

示，嫦娥二号上有太阳风离子探测器，L2
点作为太阳风向外传播过程中重要的一

点，目前还没有卫星在此位置进行较长时
间的太阳风探测。嫦娥二号在国际上首次
对 L2 点附近的太阳风结构和演化特性进
行长时间的探测研究，填补在这一点探测
数据的缺失。

月球应用科学首席科学家严俊介绍，
专家希望嫦娥二号能长期在 L2 点开展拓
展试验到明年年底，验证卫星寿命和测控
通讯技术。

至于完成L2点科学探测后，嫦娥将有
怎样的“归宿”问题，严俊表示，这主要取决
于卫星自身的状况和星上剩余燃料，专家
们正在论证几个方案。

严俊介绍，最大胆的方案是嫦娥二号
再飞 300 万公里，到达太阳和地球之间的
拉格朗日L1点，进一步拓展其工程技术能
力，并展开相关科学探测。

其次，如果附近有彗星或小行星，可以
利用 CCD 立体照相机和两个谱仪对彗星
或小行星表面进行探测。第三种方案就是
再飞回月球，像嫦娥一号一样受控撞月。

或再飞300万公里

月球应用科学首席科学家严俊详解了
嫦娥一号、二号、三号“三姐妹”肩负的基本
任务。中国探月工程分“绕落回”三步走。

“大姐”嫦娥一号：我国第一个月球探
测卫星；首次开展月球科学探测；初步构建
月球探测航天工程系统；为月球探测后续
工程积累经验。

“二姐”嫦娥二号：原本是“大姐”的备
份星，经过适应性改造，成为探月工程二期
的先导星，即“小妹”嫦娥三号的探路者。

嫦娥二号为嫦娥三号任务的开展进行

先行性试验，提升月球探测能力；深化月球
科学探测任务，提高探测精度；特别是对嫦
娥三号任务的备选着陆区进行高精度成
像，为后续月球探测工程进行技术准备，积
累工程经验。

“小妹”嫦娥三号：肩负着中国探测器
首次实现地外天体着陆的重要使命（着陆
器和巡视器月面软着陆），并将在月球进行
大量试验验证工作。

“小妹”嫦娥三号预计于 2013 年披挂
出征。 据新华社、《法制晚报》等

嫦娥三号2013年发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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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全月图月球土壤咱“门儿清”
李春来介绍，截至目前，嫦娥二号最大

的亮点是制作了全月球表面三维影像：全
月球7米分辨率图像；虹湾局部优于1.5米
分辨率图像。

嫦娥二号获得了 32 轨虹湾局部地区
像元分辨率优于 1.5 米的高精度成像数
据，并利用二线阵图像数据处理得到了
三维地形数据，制作了局部高分辨的三
维影像图；获得了包括南北纬 90 度在内
的全月球影像数据，实现了对月面的全
覆盖。

目前，地面应用系统已完成全月球分
辨率 50 米影像数据产品生产和地图的制
作，预计年底前完成全月球分辨率 7 米的
图像数据产品生产。

月壤特性探测方面，微波探测仪已经
获得了不同8次轨道覆盖的数据。

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与应用研究中
心、香港科技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和国家天
文台等单位都正在积极开展研究，科学解
译月球微波数据，进一步制作全月亮度温
度分布图和反演月壤特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