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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的深空探测项目中，光学遥感技术都能够发挥核心的观测作用，特别是在天文观测、行星

与月球探测领域。”来自国内外近20个单位的40余位专家学者在12月5日～6日举行的以“深空探测中的

光学遥感技术与应用”为主题的第121期东方科技论坛上，对如何针对我国月球、火星与小行星、空间

天文等深空光学探测的技术与应用，及其相关的轨道姿态测量与导航等领域进行了学术交流和深入讨

论。中国科学院院士欧阳自远和中科院上海分院副院长王建宇研究员担任会议执行主席。 

 

光学遥感技术深空探测中 

 

能发挥核心的观测作用 

 

主持我国探月工程嫦娥一号卫星主要载荷之一——激光高度计研制的王建宇在题为《空间天文红外

观测技术》的评述报告中介绍，深空探测的目标包括太空环境、太阳、月球、行星以及更遥远的宇宙物

质，目前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进入深空进行探测，二是在太空对深空进行探测，前者专指大轨道绕地卫

星和离开地球轨道进入太阳系空间的太空活动，后者则包含各种类型的绕地天文卫星，它们依然属于近

地空间范围内，但是探测目标是远离地球空间的物质和现象。 

 

时至今日，各国已经发射了各类太空望远镜、地外天体探测器400多颗，包括约200颗各种类型的月

球探测、行星探测、彗星探测、小行星探测等远离地球轨道的宇宙探测器，进行了包括环绕、登陆、返

回等各项研究活动，对地球周边宇宙环境有了比较多的了解。 

 

美苏竞争时期，这样的探测活动非常活跃。冷战结束后，这样的深空探测活动非但没有停止，而且

随着探测技术的不断发展，深度和广度都有了提高。例如，美国、俄罗斯及欧洲都开展了火星、金星探

测计划，美国、苏联（俄罗斯）、日本及欧洲开展了小行星、彗星探测项目。这些项目除了运用性能更

高的仪器进行遥感探测外，还降落表面采集矿物样本返回，获取更加深入的信息。同时，月球探测重新

成为热点，探月行动相对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有了更为现实的计划和目标——利用月球资源和建立月球基

地。 

 

王建宇认为，在所有这些深空探测项目中，光学遥感技术都发挥了核心的观测作用，特别是在天文

观测、行星与月球探测领域，光学遥感设备具备获取目标的影像、光谱、三维地形数据、红外特征等关

键特征。“因此无论是遥感还是登陆，光学遥感设备是必备的观测载荷。”他进一步解释，“这些光学

设备有高分辨率相机、红外相机、紫外相机、光谱成像仪、激光高度计以及其他光学探测器等。” 

 

中法天文卫星首席科学家魏建彦研究员在报告中指出，天文卫星往往携带各种波段范围的天文望远

镜进行天文观察以避开地球大气的干扰，典型的就是美国的哈勃望远镜，其他的还有俄、日及欧洲等国

的与天文观测有关的卫星共135颗，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丰硕成果，这些天文卫星的主要载荷就是天文望

远镜，光谱范围几乎涵盖了所有波段。例如美国的哈勃望远镜、日本宇航局发射升空的Akari轨道望远

镜携带的红外摄像机等。 

 

深空探测发展 

 

具有重要的现实和科学意义 

 

欧阳自远强调，深空探测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和科学意义，太空技术的战略意义已经被广泛认

识，在科学研究和人类探索之外具有诸多与当前现实紧密相连的应用目标，关系到人类安全、经济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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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能源要素等，因此得到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的极大重视，形成了激烈竞争和开发合作共存的局

面。他指出，地球资源有限，开发太空资源是人类对资源需求能够得到满足的必然和重要途径之一，深

空探测不仅体现一个国家的科技水平，还直接着眼于未来资源的开发技术准备；太空技术的发展过程中

所实现的技术，可以用于保障人类安全、国家安全、生活需要等各项需要，是保持一个国家技术发展活

力和技术优势乃至战略优势的重要领域；深空探测是人类探索未知科学问题的重要途径，人类对世界的

了解需要从更加广泛的背景下进行，例如宇宙的起源与演化、天文学、物理学、材料学等研究都需要在

深空探测中去寻求突破和进一步发展。“同时为了自身安全，预测和抵御来自太空的灾难也是人类生存

所必须要关注的，这一点是整个人类的任务。” 

 

我国深空探测能力 

 

有很大发展潜力 

 

中国科学院院士匡定波认为，我国的深空探测计划起步较晚，最早是中欧合作的双星计划，由两颗

大椭圆轨道地球卫星组成，主要探测太阳粒子和外空环境；其次是嫦娥计划，嫦娥计划是一个完整的分

步实施的深空探测项目，包括绕落回三期，目前已经成功发射第一颗绕月卫星，其上搭载的光学载荷有

光谱成像仪、激光高度计以及三线阵立体相机；近期正在规划的还有和俄罗斯合作的火星探测计划以及

我国的太空望远镜。 

 

比起美、俄、日及欧洲各国，我国相关领域技术差距很大，但我国的起始时间正处于相关探测技术

稳定发展阶段，仍旧有追赶的机会。而且我国科技发展速度快，从嫦娥计划的规划到实施就可以看到，

我国深空探测能力还有很大的潜力，嫦娥计划和火星计划的实施将促进这个领域的技术发展步伐。在经

济发展的支持下，我国必将开始一个宏大的深空探测时代，“因此我们当前必须用长远的眼光从理论、

技术等方面作好规划、作好准备，对怎样准备、准备什么需要有所预见”。 

 

在两天的会议中，专家学者还结合我国当前正在进行和规划的月球、火星探测和天文卫星等深空探

测计划，以及面向未来的相关技术发展和科学研究需要，深入讨论深空探测中光学遥感技术与应用的相

关战略和技术发展内容，展望未来5～10年内光学遥感技术在我国深空探测领域的角色、应用领域和发

展战略。 

 

与会专家建议，必须通过交流深空探测中遥感技术与应用领域的新技术和新发现，实现不同学科的

应用需求和探测技术发展方向的信息汇集，酝酿深空探测领域光学遥感技术的发展目标；通过探讨促进

遥感器研制单位与科学应用部门之间的交流，催生科学探索和技术支持之间的良好沟通和互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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