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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迄今为止飞得最快的航天器、人类发射的第一个冥王星探测器———“新视野号”,经过约9年的行星际

旅行,于2015年1月15日抵达距地球约47亿千米的冥王星附近,开始探测冥王星、冥卫、以及它们所处的柯伊柏

带其他天体。柯伊柏带是1992年才发现的太阳系新大陆,虽然冥王星已被重新定义为矮行星,却从一颗颇具争议

的行星成为数千颗冰冻小天体的“领头羊”。本文介绍了“新视野号”的科学目标和有效载荷,分析了“新视野号”采
用的探测器长期休眠、木星借力、太空核能等关键技术,探讨了冥王星和柯伊柏带探测的意义。作为太阳系的冷

库,柯伊伯带天体保留着太阳系形成时的原始状态,对它的探测,有助于揭示太阳系行星形成时的关键环节。“新
视野号”也可能发现新的太阳系行星,其成果将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认识太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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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太阳系包含三个主要区域。一区为内太阳系,
包括水星、金星、地球和火星,称为类地行星,均为岩

石质天体。二区为外太阳系,包括木星、土星、天王

星和海王星,称为类木行星,均为气液态巨行星。其

中天王星和海王星比较相像,又称为冰巨星。一区

和二区以距离太阳2.3~3.3天文单位的小行星带

为界。三区为海王星轨道以远的区域,包括柯伊柏

带(KuiperBelt)、离散盘(ScatteredDisc)和奥尔特

云(OortCloud)。其中,柯伊伯带距离太阳约30~
50个天文单位,是位于海王星轨道以远黄道面附

近、散布着大量冰冻小天体的环形区域,是太阳系里

的“冷库”;离散盘零星散布着主要由冰组成的小行

星,其内侧与柯伊伯带重叠,外侧伸展到黄道的上下

方;奥尔特云距离太阳5~10万天文单位,由千亿颗

冰冷天体组成。1930年,罗威尔天文台的观测助理

汤博,经过8个月艰苦的巡天式观测和仔细比对后,
首次发现了冥王星。1978年,科学家在冥王星的附

近发现了冥卫一(卡戎,Charon)。而冥王星和卡戎

所处的太阳系外缘一直被认为是空空荡荡的,没有

其他大型天体。麻省理工学院的大卫·朱维在

1992年8月30日发现除冥王星和卡戎外的第一个

柯伊伯带天体———直径250km的小行星15760,半
年后又发现第二个天体(181708)1993FW[1],从而

证实柯伊伯带的存在。
由于冥王星距离太阳和地球十分遥远,要探测

它既要飞行很远的距离,又要克服寒冷而阴暗的困

难,所以对它的探测起步很晚。20世纪90年代末,

NASA曾制定了一个名为“冥王星-柯伊伯快车”
探测计划,但是由于研制经费超支等原因,后来取消

了该计划[2]。经过天文学家们长期的各方面努力,

NASA于2000年12月20日宣布重新论证冥王星

计划。但这次NASA提出了两项苛刻的要求:一是

探测器在须2015年前抵达冥王星,二是研制经费必

须低于5亿美元。2001年12月,NASA宣布重启

冥王星计划,探测器名为“新视野号”[3]。2006年

1月19日14∶00,“新视野号”在卡纳维拉尔角成功

发射,2007年2—3月飞越木星系统并借助木星引

力加速,2007—2015年6月为行星际飞行,2015年

7月近距离飞越冥王星和冥卫———卡戎;2016年离

开冥王星及其卫星,探测柯伊柏带其他天体,预计至



少工作至2020年。它的飞行轨道和任务执行时间 见图1[45]。

图1 “新视野号”探测器行星际飞行历程(图片来源:NASA)
Fig.1 InterplanetaryflightrouteofNewHorizon(source:NASA)

 

1 科学目标与有效载荷分析

1.1 科学目标

随着天文学家在柯伊伯带不断获得新的观测发

现,“新视野号”的主要任务从冥王星扩展到整个柯

伊伯带[3,6]。

1)近距离飞越冥王星及其已知的5个卫星。虽

然,哈勃空间望远镜此前的观测没有发现冥王星有

新的卫星或环带系统,但如果它们太过暗弱,从遥远

的距离上是很难发现的。因此,“新视野号”将探测

冥王星是否存在未被发现的卫星,调查冥王星是否

拥有环带系统,观察冥王星表面是否存在撞击坑或

撞击坑的多少,判断柯伊伯带天体相互碰撞的几率。

2)考察柯伊伯带的其他天体。柯伊伯带的天体

自从太阳系形成之初已存在,是太阳系各大行星形

成后的残渣,记录着太阳系最初形成时的历史,有助

于理解太阳系和地球生命的起源。如果不了解柯伊

伯带,就较难完整理解太阳系的起源。对于这片太

阳系里的新大陆,“新视野号”首席科学家艾伦·斯

特恩指出:“太阳系中的这一区域存在诸多谜团。探

索冥王星和柯伊伯带就像是在太阳系新大陆进行的

考古发掘工作。通过考察可以窥探到太阳系行星形

成的最初状态。”
最新的进展是,巴西天文学家Gomes(2012)[7]

注意到柯伊柏带6颗天体(包括赛德娜,Sedna)都具

有非常奇怪的高偏心率轨道,他分析了92颗柯伊伯

带天体的轨道,只有当存在未知天体的摄动时,才能

使这6颗天体的观测轨道与计算轨道吻合。这个未

知天体可能是距离太阳1500AU、体积约为地球

4倍(大小与海王星相似)的行星,也可能是轨道椭

率极大的火星大小的天体(直径约为地球的1/2)。
根据西班牙和英国天文学家的轨道计算结果[89],
推测在冥王星之外至少存在两颗比地球还大的行

星。当然,这种计算由于用于计算的天体样本数有

限、且未知天体的位置和大小等参数都是不可预知

的,因此计算结果可能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人类发

现海王星的过程就是通过计算得到大致位置然后被

观测所证实的,因此在柯伊柏带或更远的太阳系空间

存在未知行星是可预期的。由于这些天体非常暗弱

而寒冷,距离十分遥远,很难从地球上观测到,“新视

野号”很可能是发现太阳系未知行星的重要机会。

1.2 有效载荷

“新视野号”携带了7台套共重30kg的科学仪

器[6]。其中光学设备有3台。分别是:远程勘测成

像仪(LORRI)、可见-红外成像光谱仪(RALPH)、
紫外成像光谱仪(ALICE),分别拍摄可见光、红外

和紫外图片。另外4台仪器分别是:太阳风测量仪

(SWAP)、无线电科学实验仪(REX)、能量粒子谱仪

(PEPSSI)、学生尘埃计数器(SDC),分别用于测量

冥王星附近和表面的太阳风、大气、能量粒子和尘

埃,各个科学仪器具体的性能参数见图2。

1)可见-红外成像光谱仪(RALPH):拍摄冥

王星及卡戎的表面地形,提供高清晰影像照片,分析

表面物理现象和物质组成,绘制地形图,了解冥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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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新视野号”探测器携带的有效载荷[4]

Fig.2 ThescientificinstrumentsaboardonNewHorizonspacecraft[4]

 
及卡戎的历史。仪器分为两部分,一为多光谱可见

光相机(MVIC),另一为红外光谱仪(LEISA),两者

共同使用一个6cm镜头,用以调校焦距,收集影像。
可见光相机使用电荷藕合装置(CCD),是近年

所有外太空探测器的标准设备。天体目标的影像通

过镜头后,再经过四层滤镜,在电荷藕合器成像。滤

镜分别包括一般用途的蓝、绿、及近红外滤镜,以及

专用于观测甲烷的滤镜。
红外光谱仪测量热辐射光谱,获得物质组成信

息。根据哈勃望远镜的观测结果,冥王星表面以甲

烷、氮、一氧化碳及冰为主,而卡戎则主要由冰组成。
当探测器接近它们时,透过红外光谱仪观察,可能会

发现更多的其他物质。

2)远 程 勘 测 成 像 仪(LORRI):有 一 个 直 径

20.8cm的镜头,同样以CCD成像,但没有滤镜和

活动部件,结构比RALPH简单得多。目的是为探

测器提供详细的空间信息,即探测器在飞行途中的

精确位置。通过观测特定星体,比较观测资料,得出

探测器在途中某一点的精确位置及相位,从而控制

探测器进行相应的轨道调整。当飞临冥王星时,远
程勘测成像仪同时拍摄冥王星表面影像,分辨率大

致相当于标准足球场面积。

3)紫外成像光谱仪(ALICE):测量由冥王星及

卡戎辐射或反射的紫外线,获得不同波长的图像,研
究它们的大气成分、表面物质组成和温度。紫外成

像光谱仪有两种工作模式:(1)气体辉光探测模式,
当探测器接近及离开冥王星时采用这种模式,目的

是直接测量由冥王星及卡戎的大气辐射或反射的紫

外线,大多数时间采用这种工作模式。(2)掩星测量

模式,当探测器飞越冥王星之后,进入冥王星日蚀阴

影区时,即被冥王星星体遮掩太阳光的地方,通过测

量透过冥王星大气的太阳光,获得冥王星大气的成

分、浓度和温度分布。

4)太阳风测量仪(SWAP):主要用于测量冥王

星附近的太阳风特性,分析从冥王星大气中逃逸出

来的物质和逃逸速率,寻找冥王星周围的磁层。仪

器内部有一个低能等离子体探测器,测量范围为

30~7700eV。

5)无线电科学实验仪(REX):当 “新视野号”位
于冥王星的背面时,地球上的控制人员开始向冥王

星发射无线电波。由于无线电信号在穿越冥王星大

气层时会产生一定的折射、畸变和时延,那些穿过冥

王星大气层的无线电波被飞船上的2.1m直径高增

益天线接收后,无线电科学实验仪就会比较穿越冥

王星大气前后的信号特征,分析出大气中气体分子

的成分、密度、温度及大气结构,绘制冥王星大气层

从高空到表面的温度和密度曲线。
当探测器近距离飞掠冥王星时,无线电科学实

验仪可以切换到辐射探测模式,直接测量冥王星发

射的微弱的微波辐射,精确测量冥王星向阳面和背

阴面之间的温度变化。

6)能量粒子谱仪(PEPSSI):该仪器由带电粒子

探测器组成,可以测量质子、离子、电子等带电粒子

的成分和密度等特性。通过探测大气层顶部的中性

粒子被太阳风激活而逃离大气层的现象,推算大气

化学成分。

7)学生尘埃计数器(SDC):由科罗拉多大学的

学生在专业航天人员的指导下制造的,主要用于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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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整个飞行过程中行星际尘埃粒子对 “新视野号”
的撞击情况,包括粒子的大小、数量、撞击飞船时的

方向和飞行轨迹等。这些尘埃粒子主要来自从彗星

逃逸的物质和柯伊伯带天体相互碰撞产生的残片。

表1 科学仪器的性能指标[6]

Table1 Scientificinstruments’performanceindex[6]

仪器名称 首席科学家 测量范围 视场(mrad)
角分辨率
(mrad/pixel)

分辨率
质量
/kg

功耗
/W

可见-红外
成 像 光 谱
(RALPH)

多光谱可见光相机
(RALPH/MVIC)

红外光谱仪
(RALPH-LEISA)

S.A.Stern
(西南研究院)

400~975nm(全色)
4个滤 色 器(蓝、红、甲
烷、近红外)

5.7°×任意(扫描)
5.7°×0.15°(盘面注
视)

0.02 瞬时视场:20μrad/pixel 10.67 5.3

1250~2500nm 15.9×15.9 0.062

全光 谱:R=300(~6.5nm/
pixel)
2100~2250nm:R=600
(~3.7nm/pixel)

远程勘测成像仪(LORRI) A.Cheng(应用
物理实验室) 350~850nm 5.08×5.08 0.00496 100×100m 8.59 5.1

紫外成像光谱仪(ALICE) S.A.Stern
(西南研究院) 52~180nm 1.7×70(狭缝)35×

35(掩星孔径) 1.7×5.2 0.183nm 4.15 4.0

太阳风测量仪(SWAP):低能
离子仪

D.McComas
(西南研究院) 30eV~7.7keV 270°×10° N/A 1eV(<2keV)/9%(>2keV) 2.94 2.25

无线电科学实验仪(REX) L.Tyler
(斯坦福大学) 4.1cm 20 20

辐射探测模式:N/A
掩星模式:3×10-13inΔf/f

0.1 2.1

能量粒子谱仪(PEPSSI) R.McNutt(应
用物理实验室)

25~1000keV(质子)
60~1000keV (原子/
离子)
25~500keV(电子)

160°×12° 25×12° 0.25keV 1.41 2.32

学生尘埃计数器(SDC) M.Horanyi(科
罗拉多大学) 4×10-12~4×10-9g N/A 约2倍质量 1.76 6.5

2 探测器方案与关键技术分析

2.1 探测器方案

“新视野号”发射时的质量为453kg。探测器

外形像一把短锹,其中锹把是它的核电站,锹身是探

测器本体,锹身上顶着的大锅则是它的天线(图3)。
探测器本体为三角形,长2.1m,最宽处约2.7m,
高0.7m,大小相当于一架钢琴。

“新视野号”探测器的通信采用X频段,包括一

副直径达2.1m的高增益碟型天线、一副中增益碟

型天线和两副低增益宽波束天线[4]。“新视野号”的
天线比大多数深空探测器要大得多,这是由于距离

遥远,信号微弱,所以需要一个很大的天线来接收和

发送数据和信号。
“新视野号”有两种姿态控制模式,在科学探测

阶段采用三轴稳定和自旋稳定模式;在巡航阶段的

休眠期和轨道修正机动时采用自旋稳定,额定转速

为5次/s。
“新视野号”的推进系统由16个单元肼推进器

组成,其中4个推力为4.4N的推进器主要用于修

正飞行轨道,12个推力为0.8N的推进器主要用于

使探测器自旋加速或减速。“新视野号”共携带

77kg推进剂,用于在航行过程中修正轨道或改变

图3 “新视野号”外观艺术效果图(来源:NASA)
Fig.3 Theartist’spictureofNew Horizonspacecraft(source:

NASA)
 

航向。在飞赴冥王星的过程中,它利用木星引力进

行辅助加速;在抵达冥王星的时候,它采用飞越方式

探测,因此在靠近冥王星时无需减速使之进入环绕

轨道。这两个因素使得 “新视野号”携带的燃料比

较少。
本次“新视野号”将不会对冥王星进行长时间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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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探测器的飞行速度必

须非常快,才能确保在9.5年内到达距离地球50亿

km的冥王星[10]。如果“新视野号”要进入冥王星轨

道,必须将速度降低90%,这就需要多1000倍的燃

料消耗,而“新视野号”携带的燃料非常有限。二是

“新视野号”一旦进入环绕冥王星的轨道,就无法将

来脱离冥王星引力去探测其他的柯伊伯带天体。

2014年12月7日,在行星际飞行了48亿km
的 “新视野号”被成功唤醒,此刻距离地球46.6亿

km、离抵达冥王星还有2.6亿km。

2015年7月15日,当 “新视野号”距离冥王星

约100万km时,探测器上的科学设备开始工作,对
冥王星和卡戎进行全方位的探测并传回探测数据。
以光速传输的探测数据传到地球需要4h25min。
当距冥王星16万km时,探测器上的相机开始绘制

第一批地图,并在随后的3个月里不断拍摄照片和

测量光谱。如果那时冥王星的大气是冻结的,“新视

野号”还能够观测到季节的变化。
“新 视 野 号”与 冥 王 星 的 最 近 距 离 将 为

9600km;与卡戎的最近距离为2.7万km,持续时

间约为0.5h。届时,探测器将用可见光和近红外相

机拍摄最高分辨率为60m、迄今为止最清晰的冥王

星和卡戎照片。图像质量远远超过哈勃空间望远镜

拍摄的冥王星。如果幸运的话,“新视野号”有望拍

摄到冥王星上的云层或喷发的冰火山。虽然科学家

推测冥王星表面可能存在这些现象,却从未被证实

过。当近距离飞过冥王星时,“新视野号”采集的数

据量异常庞大,根本来不及向地球回传。因此只能

暂时存储这些数据,并在随后的1年多时间里陆续

发送[4,11]。
“新视野号”对冥王星和卡戎的飞越观测将持续

6个多月,2015年7月之后将逐渐远离。在飞离冥

王星和卡戎时,“新视野号”还将调转镜头回望,利用

低太阳照射角造成表面地形明暗的优势,证实冥王

星和卡戎表面是否平坦,是否拥有类似彗星那样的

“尾巴”,是否拥有环带,是否有未被发现的卫星。
在完成对冥王星及其卫星的飞越考察后,“新视

野号”将在2017—2020年探测柯伊伯带的其他天

体,其中至少2个直径为40~90km,这一阶段可能

持续5~10年。如果一切顺利,“新视野号”的寿命

将在15年以上。

2.2长期休眠技术

由于冥王星远离太阳,飞往这些遥远天体的探

测器需要具备一些基本条件:1)寿命长;2)必须采用

行星借力飞行;3)采用核能发电机。接下来,我们将

给出“新视野号”实现这些关键技术的具体方案。
为实现长寿命,所有的探测器系统都有备用设

备,以确保系统出现问题时及时启用备份系统;还有

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让探测器长期处于休眠状态,
为了避免由于长期不工作所带来的仪器不正常工

作,地面控制人员需要每隔一段时间唤醒科学仪器,
以保证它们的长期使用。

自2006年1月20日发射升空后,除了用4个

月探测木星及其卫星,“新视野号”上的绝大部分仪

器处于休眠状态,以节约能源,延缓设备老化,特别

是降低地面维护和运营人员的开支。不过地球上的

控制人员仍密切关注新视野的运行情况,每隔几个

月,探测器上的设备都会定期被唤醒以接受例行检

查,进行轨道校正和仪器校准,以保障航线正确和设

备正常。此外,“新视野号”还会每周发回一个信号,
这个信号被称作“绿色信号灯”,目的是让控制人员

知道它仍然活着。

2014年8月,地面对“新视野号”进行了一次例

行检查,上传指令要求它按计划于12月7日苏醒。

12月7日,地面收到了它从遥远的深空传来的回

复,确认此指令已经得到执行。这次唤醒标志着“新
视野号”此行的主要目的———探测冥王星及其卫星

的任务正式开始了。从此,“新视野号”将一直保持

“清醒”状态,直到2015年7月14日,它在这一天抵

达距离冥王星的最近位置。
唤醒后的数周内,地面团队全面检查了探测器

的工作性能,测试了在飞越冥王星时需要用到的各

种程序,确保探测器各个科学设备系统正常工作。
结果表明,“新视野号”现在很“健康”,正安静地在深

空漫游。

2015年1月15日,“新视野号”上的所有系统

将被唤醒,开始对冥王星和卡戎进行探测。随着探

测器的逐渐靠近,冥王星和卡戎将从望远镜观测中

的小亮点,展现出越来越多的细节。届时,人类将首

次获得它们的标准照。

2.3 木星借力技术

发射以后,“新视野号”直接进入了地球和太阳

的逃逸轨道,在最后完成加速关闭引擎时相对于地

球的速度是16.26km/s,相当于58536万km/h,接
近第3宇宙速度,成为人类有史以来以最快发射速

度离开地球的高速飞行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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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超高速飞行,“新视野号”在发射后9h就

飞过了月球。而“阿波罗”载人飞船飞往月球用了

3天,“嫦娥1号”奔月飞行用了13.5天,“嫦娥2
号”奔月用了5天。

13个月后的2007年2月底,“新视野号”抵达

了木星,离木星最近处约227万km的位置。“新视

野号”飞抵木星的目的也是为了加速。目的是借助

木星的巨大引力进一步提速到7万~7.5万km/h,
加速飞向遥远的冥王星。

利用飞越木星的机会,“新视野号”对木星和它

的20多个卫星进行了为期4个多月的考察[12]。主

要探测了木星的大气结构及风暴,以及木星及其卫

星的环带结构,通过带电粒子流和极光遥感测量探

测研究木星磁层。探测器还收集了木星主要卫星的

大气层、物质组成、表面结构等信息。

2.4 太空核能技术

由于冥王星和柯伊伯带远离太阳,太阳辐射强

度只是地球上的千分之一,太阳光要经过4个多小

时长途跋涉才能来到冥王星。“新视野号”所需的电

力无法通过太阳能电池发电提供。为此,“新视野

号”探 测 器 携 带 了 一 台 放 射 性 同 位 素 温 差 发 电

机[12]。核能发电机位于“新视野号”的尾部,内装

10.9kg二氧化钚,其中的钚 238衰变时会释放出

热量,通过温差发电提供稳定的电力。所有的探测

设备都将依赖这台核能发电机供电,其产生的电力

相当于一对100W灯泡。
由于担心太空遭受核污染,科学家保证了“新视

野号”的的燃料箱非常坚固,核能发电机所用的燃料

被封装在特制的球形防火陶瓷中,这种陶瓷有抗分

解能力,不易与其他物质发生化学反应,而且外面的

密封箱完全能经受住坠地撞击或空中爆炸的冲击,
发生意外灾难的几率很小,即使发生意外,核燃料外

泄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3 讨论与结论

深空探测的目标大多远离地球,开展深空探测

一方面将牵引航天技术的提升,另一方面将扩大人

类的认知边界[13]。与商业航天和应用航天不同,深
空探测的使命是认识宇宙和自然界,深空是一项科

学探测活动,也是全人类的共同使命。因此,在深空

探测的任务实施中,应想方设法吸引公众的关注,尽
可能让普通人获得亲身参与感,以争取民众支持。
在这一过程中,勇敢探索未知世界的科学精神被润

物细无声地传递到每一个人身边,从而提升公众的

科学素养。
随着深空探测技术的发展,若干年以后,中国

势必也要发射穿越小行星带的深空探测器,并对这

个木星及以远的太阳系天体进行探测。本次“新视

野号”在太阳系远征中涉及的超长寿命航天器设计、
行星借力飞行、超远距离测控通信和数据传输、太空

核动力和能源供应等关键技术,将是中国航天努力

学习及突破的重要领域。
柯伊伯带位于遥远的太阳系空间,寒冷而阴暗,

探测难度很大。但是关于它们的研究对太阳系结构

的了解和未来的深空探测却具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柯伊伯带是太阳系的新大陆,它和奥尔特

云这两大区域至今还没有被航天器探测过,我们对

海王星之外的太阳系空间仍知之甚少,对太阳系结

构的认识仍然不够清晰。对于它的探测将进一步加

深人们对于太阳系结构和全貌的认识。
其次,冥王星及其卫星作为行星胚胎,对研究行

星的形成具有重要价值。由于远离太阳系的柯伊伯

带天体稀疏,受到的撞击、太阳辐射等太空风化较

弱,可以保存更为原始的状态。因此,对冥王星、冥
卫一等柯伊伯带天体的探测,将对解答太阳系起源、
行星起源等关键问题有重要意义。

最后,远征太阳系新大陆的深空探测将显著牵

引航天技术实现新突破。“新视野号”奔赴柯伊伯带

的旅途长达9年,为延长探测器的寿命和减少地面

维护的费用,探测器有2/3的时间是在休眠中度过

的;为实现早日抵达冥王星,“新视野号”先飞抵木星

开展飞越探测,并借助木星引力进行加速;由于距离

遥远,地面发出的指令要4.5h之后才能被探测器

接收到,数据传输链路和测控精度要求均大大提高;
柯伊伯带寒冷而黑暗,太阳辐射强度仅为地球上的

千分之一,冥王星表面温度低至零下212~234℃,
因此必须研发高效核能系统以提供飞行动力和

保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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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forNewHorizonMissiontothePlutoandKuiperBe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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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fternineyearsinterplanetaryflight,thefastestspacecraftandthefirstPlutoprobeintheworld,

NewHorizonspacecraft,arrivednearbytothePlutoonJan.15,2015.ItsdistancetotheEarthisabout4.7billion
kilometers.NewHorizonwillprobethePlutoanditssatellites,andtheotherobjectsintheKuiperbelt.The
Kuiperbeltisfirstlydiscoveredin1992.Itisanewworldinthesolarsystem.Sincethediscoveryofnumerous
Kuiperobjects,thePlutohasbeendowngradedtoadwarfplanetin2006.However,ithasbecometheshepherd
objectofthousandsoffrozencelestialbodiesintheKuiperbelt.Thispaperreviewedthesciencegoalsandpayloads
aboardthespacecraft.WesummarizedtheoveralldesignoftheNewHorizonmission.Thekeytechnologiesinclude
long-termnon-activationandsteep,accelerationbythegravityoftheJupiter,theapplicationofspacenuclear
energy.Sincethecoldanddarkenvironments,thecelestialbodiesintheKuiperbeltremainitsoriginalstatesince
thesolarsystemwasformed.TheexplorationofthePlutosystemandtheKuiperbeltswillhelptorevealthekey
stageoftheformationofplanets.ItispossiblefortheNewHorizonmissiontodiscoverthenewplanetsinthesolar
system.Itsachievementswillimproveourknowledgeofwholeimageofthesolarsystem.

Keywords:NewHorizon;sciencegoals;instruments;Pluto;Kuiperbelts
[责任编辑:高莎]

9第1期 郑永春等:“新视野号”探测冥王星及柯伊伯带综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