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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副刊“少年派”定位于亲子共读刊物，设有作文版、少儿新闻版、
科普读物版、漫画版，每周星期一至星期五，都有精彩好看的内容呈现。

◎让有温度的纸质阅读，助力孩子养成良好阅读习惯，提升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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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给地球拍彩色照片？这需要切换红

绿蓝三色滤光片，同时还需要后期处理。

窄视场导航敏感器是一个5120乘以3840

像素的相机，物镜口径大于16厘米，焦距略大

于80厘米。距离目标3公里时，可以分辨大小

2.4厘米的目标。

“这次拍摄地球和月球具体模式不同，地球

是彩色图像，用到了红绿蓝三色滤光片。”刘博

洋说，由于窄视场导航敏感器本身的相机只能

记录灰度影像，需要先后切换三个滤光片才能

完成拍摄。而拍摄月球时，则没有使用特定颜

色滤光片，而是使用全色滤光片，让整个可见光

波段以及少量近红外波段的光线都能透过，因

此得到一张灰度影像。

7月1日，出差一个多月的天问二号，公开发布了由它拍摄的地球和月

球的照片。虽然此前人类已经拍到了火星、月球、地球甚至黑洞的照

片，但是，这次首次出差并担任“摄影师”的天问二号，不仅熟练运用了

搭载的“相机”，同时还发布了地球的彩照，让人眼前一亮。

你一定很好奇，被人类“放”到太空中的探测器，如何在59万千米外给地

球和月球拍照？航天器如何保持稳定？如何在太空中拍出彩色照片？

对此，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采访了天体物理学博士、人造天体摄影

师、“中国空间站记录者”刘博洋。

如何给地球拍大片？
天问二号

“很多深空探测器会在地球、月
球附近合适位置拍摄地球、月球，作
为科学载荷的基本测试之用。”刘博
洋告诉记者。

小天体探测是深空探测的重要
组成部分，也是近年来行星探测的热
点。天问二号5月29日发射，科学目
标是执行小行星2016 HO3的伴飞探
测及采样返回、主带彗星311P伴飞
探测等任务。在发射后第二天，5月
30日就相继给地球、月球拍照，可谓
飞向小行星前的“牛刀小试”。

“给黑洞拍照最难。给地球、月
球、火星拍照本身难度没有差异，主
要是在什么机位拍。但飞过去的
难度有差异，从这个角度来说，拍
火星比拍地球难，拍月球比拍地球
难。”刘博洋说。

国际天文联合会小天体中心的
统计数据表明，截至2022年12月，人
类已总共发现125万多颗小天体，编
号的超过61万颗，其中近地小行星
超过3万颗，彗星4000余颗。

为进行小行星探测科学研究，天
问二号携带了中视场彩色相机、多光
谱相机、热辐射光谱仪、可见红外成
像光谱仪、探测雷达、带电粒子与中
性粒子分析仪等科学探测载荷。
其中能用于可见光彩色成像的主要
是中视场彩色相机和窄视场导航敏
感器。

“本次拍摄时，天问二号距离地、
月为59万千米左右，适合使用窄视场
导航敏感器。在拍摄时，天问二号携
带的星敏感器通过拍摄星空背景并
与星图数据库比较，快速确认了自身
姿态。这样，天问二号可以在动量轮
驱使下，让窄视场导航敏感器先后指
向当时地球、月球所在方向；随后窄
视场导航敏感器拍摄确认地球或者
月球是否在画面中央，并把指向误差
信息反馈给卫星平台进行指向修
正。在确认目标位于视场中心后，进
行拍摄。”刘博洋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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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9日凌晨，行星探测工程天问二号探测器发射升空。

天问二号探测器拍摄的地球彩色图

天问二号探测器拍摄的月球全色图

那么，地面控制人员如何
操作窄视场导航敏感器？一张
清晰的成像图背后，有没有“翻
车”作品？拍一张照片需要多
长时间？

“据推测，地面控制中心需
提前制定好拍摄时间、指向角
度等基础计划，上传给天问二
号。但具体拍摄时，目标的
搜寻和准确指向、对焦过程，
可 以 由 星 上 计 算 机 自 行 完
成。本次拍摄的具体过程，
公开资料并未披露。”刘博洋
介绍。

“我推测拍摄地球的时机

这样选取，要让地球的大小刚

好为画幅的一半左右，如果在

画面中撑得太满，指向难度增

大，容易出画；如果在画面中太
小，又会浪费相机分辨率。天
问二号在距地球59万公里的条
件下，拍摄的地球约2700像素，
占长边52%，短边70%，属于比
较合适的比例。”

“拍摄月球使用全色滤光
片，拍摄可以进行得很快；拍摄
地球用到红绿蓝三色滤光片，
需要切换滤光片，每次切换可
能需要 1 秒到数秒。在此期
间，卫星会飞过一段距离，导致
后期对齐时，红绿蓝三色画面
不完全一致。因此可以在发布
的地球影像最亮点处看到轻微
的从红到蓝的色散特征。”

刘博洋解释，在数据回传
后，首先需要进行图像分幅，随
后进行暗电流校正、相对辐射
校正，也就是天文摄影中常说
的暗场、平场处理。对于彩色
图像，如这次的地球照片，还需
要把红绿蓝三色图像做对齐和
彩色合成。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张峥

图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