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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绘制这套“写真集”？

月球是离我们最近的星体，千百年

来，人类从未停止过对月球的探索。随

着美国阿波罗、苏联“月球”、中国“嫦娥”

等探月活动的开展，人类对月球的认识

水平前所未有地提升。

“月球地质图是月壳表层地质构造、

岩浆活动、矿产分布等信息的综合表达，

能够集中、直观地呈现人类对月球的观

测、研究成果。”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

究所研究员刘建忠介绍，绘制月球地质

图，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月球，也能

为月球科研与探测，乃至月球基地建设

提供有力支撑。

长期以来，国际上使用的月球地质

图，主要是基于美国阿波罗计划获取的

数据和资料。随着当前国际上月球探测

研究的加速发展，这些月球地质图已明

显滞后。

“这些地质图中，精度较高的只有局

部图，覆盖全月的只有1：500万的比例尺

精度。”刘建忠说，这些月球地质图的绘制

年代较早，人类近几十年来的最新研究

成果并没有得到充分体现。

有鉴于此，2012年，中国月球探测

工程首任首席科学家欧阳自远院士提出

开展新的月球地质图编研的设想。

此后，来自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

究所、吉林大学、山东大学等多家单位的

科研人员组成的编研团队“十余年磨一

剑”，绘成了这套“写真集”。

“编制月球地质图，需要月球起源演

化理论的指导，也离不开现实观测数据

的支撑。”刘建忠说，编研团队始终将地

质编图与综合研究紧密结合。

编研团队创造性地建立了“三宙六

纪”的月球地质年代划分方案，建立了以

内、外动力地质演化为主线的月球构造

和岩石类型分类体系，构建了月球撞击

盆地和盆地建造亚类的分类体系，搭建

起月球地质图的“骨架”。

我国嫦娥工程科学探测数据则令月

球地质图“血肉丰满”。“这些数据为我们

区分月海与非月海区域、识别撞击坑物

质、分析盆地构造等工作提供了支撑。”

刘建忠说。

这套“写真集”精度如何？

得益于嫦娥工程科学探测数据的高

精度，这套“写真集”的比例尺为1：250

万，精度达到此前月球全月地质图的约

2倍。

这套图集包含一幅月球全月地质图

（主图）、一幅全月岩石类型分布图、一幅

月球构造纲要图和30幅月球标准分幅

地质图。

在主图上，可以看到全月12341个

撞击坑、81个撞击盆地，辨别出17种岩

石类型、14类构造。人类探测器着陆

点、特殊高程点等一些特殊要素，在图集

中也有显示。

“目前，该图集已集成至我国科学家

搭建的数字月球云平台上，未来我们还

将编制更高精度的月球地质图，服务于

月球科学研究、科普教育以及我国月球

探测工程。”刘建忠说。

月球的写真是嫦娥拍的
世界首套高清月球地质写真集来啦

天都星“出差”满月一切都好吗？

新华社北京4月21日电（记
者张泉）月球从未如此清晰！4月
21日零时，世界首套高精度月球
地质图集在京正式发布。这套图
集由我国科研团队绘制，主要基于
嫦娥工程科学探测数据，比例尺为
1：250万，是目前精度最高的全月
地质“写真集”。

月球表面的陨石坑什么样？
月球上有哪些岩石和矿产？月球
经历过怎样的地质活动？在这套
“写真集”里，都可以直观地看到。

天都一号、二号通导技术试验
星，是深空探测实验室的首发星。
一个月前，它们在海南文昌发射场
成功发射，目前已“出差”一个月，
状态良好。天都星的工作是什
么？它们要去哪里工作？请随我
们一起看看天都星“地月旅途”的
故事吧。

天都星的“工位”在哪？

天都星是天都一号、二号通导技术

试验星的组合体。

天都一号、二号通导技术试验星有

一个特别的“工位”——24小时环月大

椭圆冻结轨道。

环月大椭圆冻结轨道是未来月球

通导遥系统建设的优选轨位，这里的

“冻结”并不是卫星静止不动，而是通

过恰当的参数设计，将卫星轨道的偏

心率和近月点幅角“冻结”，进而使得

卫星轨道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节省

推进剂消耗，也可以让卫星的远月点

始终保持在月球南极上空，以提供稳

定的通导遥服务。

天都星怎么去“工位”？

天都一号、二号通导技术试验星

由长征八号遥三运载火箭送入地月转

移轨道。在进入地月转移轨道后，天

都星进行了 2次中途轨道修正，地面

测控站的工程师们实时监控，在每次

机动调整后及时进行轨道测定，并根

据最新的轨道测定结果制定下一次的

轨道控制策略，确保卫星没有跑偏。

接着天都星经过约112小时奔月飞

行，在距月面200多公里处开始实施第一

次近月制动，让卫星相对月球的速度低于

月球逃逸速度，从而被月球引力捕获，进

入环月轨道。之后，天都星又进行了3次

调整，打磨至最优状态和位置以进入任务

轨道——环月大椭圆冻结轨道。

天都星的工作是什么？

天都星承担了重要的试验任务，正

在开展月球轨道导航空间基准异源标

定、Ka频段通信测距一体化新体制试

验、月地高可靠传输与路由新技术验证

等一系列通信导航的新技术试验，为后

续地月空间通信导航乃至星际空间通

信导航做好技术验证。

（文图均据新华社）

月球地质图。（新华社
发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
究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