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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的话

伴随着新年的钟声，《空间科学学报》已悄

然走过39载。在广大作者、读者的关心与支持

下，在全体编委、审稿专家的共同努力下，学报

的学术水平、编校质量正在稳步提升。

2019年，中国空间科学发展平稳推进。嫦

娥四号探测器实现了人类探测器首次在月球

背面软着陆，微重力技术实验卫星发射升空，

空间环境地基综合监测网项目正式启动，增强

型X射线时变与偏振空间天文台、广目地球科

学卫星、先进天基太阳天文台卫星及引力波暴

高能电磁对应体全天监测器卫星等研制进展

顺利。第一届中国空间科学大会在福建省厦

门市顺利召开。

2020 年，中国月球探测工程将继续实施，

以突破探测器地外天体自动采样返回技术；中

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也将实施，以实现火星环

绕和着陆巡视；中国空间站飞行任务将瞄准空

间站建造技术，为全球科学家提供科学研究和

实验机会，使中国载人航天发展进入探索科学

前沿、开发空间资源、造福人类社会的新阶段。

随着中国空间科学的飞速发展，空间科学

领域的成果也将不断产出。新的一年中，我们

将继续发挥学报作为空间科学领域科研成果

交流平台的作用，努力推进学报工作，为中国

空间科学的飞速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主编

2020年1月10日

CHINESE JOURNAL OF SPACE SCIENCE

目录| Contents

2020年 第40卷 第1期

第 43届国际空间研究委员会(COSPAR)大会，即世界空间

科学大会，将于 2020 年 8 月 15—22 日在澳大利亚悉尼举行。

世界空间科学大会是国际空间科学界规模最大、最为重要的学

术会议，每两年举办一次，参会人数约2000~3000人，是空间领

域覆盖学科最全的国际学术会议。涉及学科领域包括对地球

表面气象和气候的空间研究，地月系统、行星和太阳系小型物

体的空间研究，高层大气研究，太阳系中的空间等离子体研究，

天体物理研究，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空间基础物理与

交叉学科研究等。

根据 CNCOSPAR（国际空间研究委员会中国委员会）惯

例，本次国家报告将出版光盘并同时在 2020年第 5期《空间科

学学报》上刊出。报告语言为英文，除工程进展报告外，其他部

分均按照论文格式书写。具体格式可登录网站查看：

http://english.nssc.cas.cn/ns/NU/201809/t20180906_197138.html。

CNCOSPAR国家报告（2016-2018）

第43届世界空间科学大会将在悉尼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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