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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嫦娥二号”今年底前发射
  文章来源：新华网 黄勇、齐健 发布时间：2010-09-06 【字号： 小  中  大 】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绕月探测工程首席科学家欧阳自远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透露，作为“嫦娥二期”的

先导星，“嫦娥二号”将于年底前发射，其飞赴月球的时间将比“嫦娥一号”缩短，估计不到5天即可到达月球轨

道。 

欧阳自远说，“嫦娥二号”其实是“嫦娥一号”的备份星。在“嫦娥一号”圆满出色地完成任务后，没有必要

再发射备份星。为此，在对原“嫦娥二号”作一些改进的基础上，让“嫦娥二号”作为“嫦娥二期”的先导星进行

发射，执行对月球进行“精细探测”的任务，以利于今后更安全地在月球表面着陆。 

欧阳自远说，要在月球上着陆，就必须精细地了解着陆点的地形地貌。为此，“嫦娥二号”的激光高度计作了

一些改进，一次可以测5个点的高程数据，较“嫦娥一号”一次测1个点有很大提高。与此同时，“嫦娥二号”所携

带的CCD立体相机的空间分辨率小于10米，并将在距月球约100公里的轨道上绕月运行，较“嫦娥一号”的距月球200

公里高的轨道要低，从而可对重点地区作出精细测绘。 

欧阳自远说，发射“嫦娥二号”与“嫦娥一号”的背景不一样，“嫦娥一号”发射时，中国人从来没去过月

球，因此比较小心谨慎，“嫦娥一号”的轨道是慢慢慢慢地调，走了大约13天14小时19分，行程206万公里才到月

球。这次发射“嫦娥二号”，我们更有把握了，可以直接地向月球发射，轨道设计也改变了，估计不到5天就可以到

达月球，然后要让月球“抓住”“嫦娥二号”，让它成为月球的卫星，再调整轨道，让它按照我们的要求开展系列

的工作。 

欧阳自远说，研究发现，月球表面土壤中富含大量的氦3，初步估计有上百万吨。目前科学家正在利用氘－氚建

立核聚变实验堆，而利用氘－氦3参与的核聚变发电向人类提供能源，是科学家目前正在研究的课题。作为核聚变中

必不可少、安全的核聚变燃料，氦3在地球上分布极少，“可以说基本上没有”。在核聚变发电商业化的前提下，如

果能够解决将氦3运回地球这一问题的话，8吨的氦3可解决全中国一年的能源供应总量。月球上百万吨的氦3为全人

类提供几千年的能源是没有问题的。 

“但目前这仅是个思路而已，要实现可能要等三五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欧阳自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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