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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我国发布迄今世界上分辨率最高的全月图

嫦娥二号拍月亮全球最清晰

本报讯 记者从国防科
工局获悉，嫦娥三号有望预计
2013年发射。

据中国月球探测工程的
首席科学家、被誉为“嫦娥之
父”的欧阳自远透露，嫦娥三
号将首次完成降落月球的任
务。它的着陆器携带了一个月
球车，月球车是我们国家最高
智能的机器人，它可以自己在
月球表面行走，完全自主地去
导航，自己选择路径。它可以
上坡，也可以下坡，碰到大的
障碍，它还可以绕着走，一边
走一边开展探测。“嫦娥三号”
是就位探测和巡视探测这两
种探测联合起来。 （中广）

嫦娥三号

预计2013年发射

国防科工局6日发布嫦娥二号月球探测器获得的7米分辨率全月球影像图，这是我国探
月工程取得的又一重大科技成果。“除中国外，目前国际上还没有其他国家发布过优于7米
分辨率、100%覆盖全月球表面的全月球影像图。”国防科工局党组成员、探月工程副总指挥
刘东奎说。

“高清版”全月图究竟多牛
嫦娥二号获得的全月影

像图究竟有多“牛”？新华社记
者第一时间对话中国探月工
程科学应用首席科学家、中国

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台长严俊
研究员。

记者：7米分辨率是怎样一
个精度？

严俊：嫦娥二号载荷的相机
比嫦娥一号相机有了很大跨越。

嫦娥一号全月图分辨率为120
米，嫦娥二号为7米，提高了16
倍。通俗点讲，嫦娥一号相机只
能识别大于360米的月坑、石头，

而嫦娥二号可以识别不到20米
的。

我们甚至在全月图中看到
了阿波罗11号登月遗迹。

记者：高分辨率全月图对实
施登月计划有何意义？

严俊：人们可以依据它所提
供的全面、精细、可靠的地形地
貌数据，为我国和其他国家未来

要实施的着陆器和月球车软着
陆，以及载人登月优选着陆区。

在今后嫦娥三号有望着陆的
月球虹湾地区，通过降低卫星高
度并调整相机位置，嫦娥二号还

获得了分辨率优于1 .3米的图像，
为嫦娥三号选择平坦落点提供了
更多基础数据。

记者：它对月球科学研究有
何价值？

严俊：高分辨率全月球影像
图是月球科学研究最为基础的
资料。

高分辨率全月影像图提供
了月球正面、背面、南极区与北
极区的精细的地形地貌特征，展
示了月球的月海、月陆和各类撞
击坑的大小、分布、结构和特征，
解释了小天体撞击月球的时空
演化规律，是划分全月球地形分

区和地貌单元的基础，为研究月
球表面各单元相对年龄提供了
科学依据。

对我们研究月球物质特性、
区划月球地质构造、勾绘月表物
质成分(岩石、矿物、元素)的含
量与分布图表、分析月表
地形地貌特征与成
因、探究月球起源
与演化等有直接
的科学价值或重
要参考作用。

记者：嫦娥二号目前状况怎
样？未来有什么安排？

严俊：目前，嫦娥二号已从
月球飞到地月拉格朗日L2点，
开展空间环境探测和工程技术
试验。现在状况良好，未来视探
测器状况，可能安排更多的拓展
试验任务。

比 如 ，探 测 地 球 远 磁 尾
的 带 电 粒 子 ，观 察 可 能 出 现
的太阳X射线爆发、宇宙伽马
射 线 爆 等 现 象 ，深 化 对 日 地
空间环境的认识。

同时，将进一步验证150万

公 里 远 距
离测控通
信等深空
探 测 关
键技术，
为后续
工 程
积 累
更 多
经验。

据新华社

可以看到阿波罗11号登月遗迹

可帮助月球车软着陆、载人登月优选着陆区

是月球科研最基础最全面的数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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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嫦娥一号分辨率

提高了16倍

嫦娥二号全月影像图分辨
率为7米，比嫦娥一号全月图120
米的分辨率提高了16倍。

打个比方，嫦娥一号只能
发现机场、港口，嫦娥二号可以
发现机场上的飞机和港口里的
轮船。

专家评审认为：嫦娥二号7
米分辨率全月球影像图的数据
处理和制图质量得到了严格、
有效控制，影像图的空间分辨
率、影像质量、镶嵌精度、数据
一致性和完整性等优于国际同
类产品。

历时半年拍746幅

共约800GB

2010年10月，嫦娥二号月球
探测器搭载的CCD立体相机首
次开机工作。到2011年5月，共获
取了607轨100千米高度和15千
米高度的月球影像数据。

在此基础上，科研人员经过
半年多努力，完成7米分辨率月
球全影像图的制作，共746幅，总
数据量约800GB。同时，科研人
员还制作完成50米分辨率标准
分幅影像图产品和全月球数据
镶嵌影像图产品。

目前，超期服役的嫦娥二号
月球探测器正环绕距离地球约
150万公里的日地拉格朗日L2
点，继续开展空间环境探测和工
程技术试验，不断迈出我国深空
探测新步伐。 据新华社

格背景资料

嫦娥“三姐妹”

本领不同个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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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姐”嫦娥二号是我
国发射的第二颗月球探测器，
2010年10月1日成功发射，直接
进入奔月轨道，进入100千米极
轨环月工作轨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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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

嫦娥二号获得7米分辨率
全月球影像图，这是全月球摩
尔威德投影图。 新华社发

嫦娥二号

超期服役十月余
据新华社北京2月6日电

中国探月工程副总指挥刘
东奎6日说，2011年4月1日寿
命期满后，嫦娥二号已超期服
役10个多月。

“嫦娥二号的表现堪称完
美。它的归宿问题还在讨论
中，尚没有定论。也许随着燃
料耗尽，茫茫太空就是它的归
宿。”中科院遥感应用研究所
童庆禧院士说。

嫦娥二
号继续环绕
拉格朗日 L 2

点飞行。
新华社发

本报讯 今年6月，我国将
发射神舟九号，并首次执行载
人交会对接任务。

中国科学院院士、火箭弹
道设计专家、中国运载火箭技
术研究院总体设计部研究员
余梦伦透露，2012年全年预计
有约20次运载火箭发射任务。
最令人瞩目的还是“神九”、“神
十”的发射。“长征五号”、“长征
六号”、“长征七号”有望在未来
五年实现首飞。

余梦伦还透露，2011年，
我国完成18次运载火箭的发
射任务。从世界范围来看，中
国的航天发射成功率是最高
的，但也不是100%。

据《北京日报》、《科技日报》

神九6月发射

首次载人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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