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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载荷名称：天文月基望远镜；位置：安装在着陆器上；使命：进行月基光学天文观测】

人类探月一
般遵循“探”
“登”“驻”三
大步。中国
探月工程将
第一大步“探
月”细分为三
期 —— 即
“绕”“落”
“回”三小步。

观地·首次从月球“回望”地球等离子体层

巡天·人类首次把“天文台”架到月球上

【载荷名称：测月雷达；位置：安装在巡
视器上；使命：探测巡视路线上月壤厚
度及其结构，月壳岩石结构】

【有效载荷名称：极紫外相机；位置：安装在着陆器上；使命：对地球赤道附近等离子体层进行极紫外成像探测】

测月·用雷达对月球进行两
个深度上的精细探测

【专家解析】在月亮上观天文是世
界上很多天文学家最想做的事情
之一。月基天文望远镜，相当于
人类把“天文台”架到了月球上。

在月球观测天空，观测星星，研究
星系、恒星的活动。假如实现了，
一定会有很多新的发现。

月基望远镜由望远镜主体、

反射镜转台组成。对各种天文变
源的亮度变化行为进行长时间连
续监测，然后拍照把数据传回地
球。我们形象称之为“巡天”。

【专家解析】美国曾经在地球轨道
上用卫星观测地球等离子体层，
只是从赤道附近过境，没有宽阔
的视场，只能看到局部。

嫦娥三号月面软着陆后，离

地球 38 万公里，能够看到地球
等离子层的全貌。通过对地球
周围的等离子体层产生的辐射
进行全方位、长期的观测研究，
获取地球等离子体层三维图像，

有助于了解太阳和地球的相互
关系。

有观点认为，地球上一些自
然灾害与地球等离子体层有关，
所以相关研究具有科学意义。

【专家解析】嫦娥三号巡视器的“腹部”
有一台测月雷达。巡视器在月面行
走，测月雷达可以测月球地底下 30 米
深土壤层的结构和 100 米深的次表层
结构。这个是国外没有做过的。

中国探月工程“三部曲”

嫦娥三号探测器
由着陆器和巡视器（俗
称月球车）两器组成，
80%以上的技术和产品
为全新研发

着陆月面后，在测控系
统和地面应用系统支持
下，探测器携带的有效
载荷开展科学探测

嫦娥三号三大工程目标
1.突破月球软着陆、月面巡视勘察、
深空测控通信与遥操作、深空探测运
载火箭发射等关键技术，提升航天技
术水平

2.研制月球软着陆探测器和巡视探
测器，建立地面深空站，获得包括运
载火箭、月球探测器、发射场、深空测

控站、地面应用等在内的功能模
块，具备月球软着陆探测的

基本能力

3.建立月球探测航天工
程基本体系，形成重在项
目实施的科学有效的工
程方法

将进行月球软着陆和月面巡察

太阳出来再起来干活
时速约200米 将在月面工作三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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