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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复旦大学波散射与遥感信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金亚秋教授等人主持的一项月球表面地形分

析方法研究，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该研究第一次实现了真实月表参数的有效成像模拟，为月

球表面主要特征的提取和识别等提供了一种有效工具。 

 

据专家介绍，此项研究根据月球表面地形起伏坡度非均匀特征，提出了一种由不规则三角形网格剖

分来构造月球表面数字地形的方法。目前，对于雷达探测仪和SAR探测月球和外星球的研究多限于由雷

达回波的表像来定性分析星球的表面特征，对于外星球表面雷达散射机制和成像信息讨论的比较少。随

着外星球深空探测科学研究的兴起，必须开展外星球表面雷达散射和成像机理与数值模拟的研究，从而

能从“观测与成像物理”中提取“定量科学信息”。 

 

《中国科学F辑：信息科学》刊登了此项研究的学术论文。 

 

据悉，从20世纪60年代起，雷达已作为一种有效的工具，用于探测月球、火星以及其他外星球表面

地形、地质特征和次表层物理特征等。中国在嫦娥一号探月计划中采用多通道微波辐射计探测月面辐射

亮度温度。在未来的探月计划中，也可能考虑雷达探测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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