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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微波探月研究》

内容概要

《中国微波探月研究》内容简介：月球的微波亮温反映了月球表面的物理特性、内部过程和月球外部
各种因素对月球的影响,以及月球和其周围环境之间的关系与能量交换。全面地进行微波探月是“嫦娥
探月”的重要使命之一。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与应用研究中心研究团队在“嫦娥一号”(CE—1)卫星
上成功实施了全月微波探测,并根据一些微波探测仪探测数据,在国际上首次获得了一些创新结果,构建
了“微波月亮”,这使得人类对月球的认识有可能更接近其自然真实。
《中国微波探月研究》收录的文章包括微波探月的理论与方法、硬件设计与定标,“嫦娥一号”微波探
测仪数据处理和分析等方面的论文及重要的实验数据,兼顾了少部分有关主动微波探测方面的文章。
《中国微波探月研究》将为未来的探月及从事探月研究的相关科研人员提供新的信息与思维。

Page 2



《中国微波探月研究》

书籍目录

靓嫦娥和微波月亮(代序)前言第一部分　微波月亮——人类对月球的全新视角中国首次月球探测工程
科学探测系统及信息的初步分析微波月亮:人类对月球的全新视角——中国“嫦娥一号”卫星微波探测
仪若干探测结果第二部分　嫦娥绕月卫星微波探测仪系统设计、研制、地面实验及定标中国首次月球
探测卫星载荷微波探测仪“嫦娥一号”微波探测仪探测月壤厚度机理和地面验证实验空间微波环境对
“嫦娥一号”微波探测仪在轨定标影响分析月表粗糙度对月壤亮度温度影响的研究第三部分　全月微
波特征提取:月表面微波辐射理论建模及算法研究“嫦娥一号”卫星微波探月技术机理和应用研究“嫦
娥一号”卫星微波探测仪数据处理模型和月表微波亮温反演方法月表温度剖面对于“嫦娥一号”卫星
微波探测仪探测亮温影响的模拟研究第四部分　全月表相关信息验证与反演用“嫦娥一号”卫星微波
探测仪亮温反演月壤厚度和3he资源量评估的方法及初步结果分析月壤3he资源估算及相关参量分析利
用微波辐射计对月壤厚度进行研究第五部分　月球若干特征区微波特征分析月球若干地区微波辐射特
征研究月球南极的微波辐射分布与异常第六部分　月轨基雷达月表探测及成像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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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微波探月研究》

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11月26日21：55太阳高能粒子探测器加电，22：01太阳风离子探测器A加电，22：21太
阳风离子探测器B加电。空间环境探测分系统三台仪器在轨测试工作正常，功能和性能稳定，科学数
据正常。太阳高能粒子探测器观测结果表明，在仪器观测数据的时段内空间环境非常宁静，未观测到
太阳质子事件爆发。工程参数显示观测到了明显的辐射带结构，与已有的辐射带模型吻合；从穿越辐
射带时太阳高能粒子探测器工程参数的变化可以看出卫星自旋对观测结果的周期性影响。在空间环境
宁静时期，质子各能道观测到的质子计数基本为高能质子的空间环境背景，磁尾和太阳风中的高能粒
子探测结果无区别。高能重离子探测结果与太阳活动低年银河宇宙线的平均强度符合。根据目前获得
的探测数据的分析结果，太阳高能粒子探测器的探测结果准确有效，反映了空间中实际高能粒子成分
的分布，设备性能正常。太阳风离子探测器观测结果表明，A、B两台探测器的探测数据随时间呈周期
性变化，周期为127分钟，这与太阳风的强方向性和卫星的轨道周期吻合很好。观测结果还表明，由于
安装方位不同，一个轨道周期内，A机在较固定的极角内观测到太阳风，且观测到的太阳风离子计数
随着时间先增加后减少；B机的每个极角观测结果都有与A机观测结果类似的变化，此外，B机的各个
极角观测到太阳风离子计数的峰值随着卫星轨道变化而依次到来，11极角最先观测到峰值，第一极角
观测到峰值最晚。这些观测结果都符合预期，表明了太阳风离子探测器科学数据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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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微波探月研究》

编辑推荐

《中国微波探月研究》是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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