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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李春来、任鑫、刘建军、牟伶俐、王奋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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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月球空间坐标系是用来描述月球表面、月球内部或者月球空间环境内某一或某些研究对象的空间

位置信息的一套协议,包括原点、尺度和定向及其随时间演变的一系列协议、算法和常数等内容。

20世纪50年代以来,人类进入了月球空间探测时代,先后完成了飞越月球、绕月轨道器探测、月球

硬着陆和软着陆探测、采样返回以及载人登月等探测任务,获取了海量的月球探测数据,使得人类对月

球的认识不断深入。“绕、落、回”是我国月球探测规划的第一阶段,嫦娥系列探测器的成功发射和科学

探测,对月球开展了全球性和综合性的探测,丰富了月球探测的成果。月球探测活动的工程需求、月球

探测数据处理、数据应用和综合科学研究,都要求将这些探测数据在统一的空间坐标体系下进行表达,
而且要具有唯一性,并与国际接轨,因此,制定统一、标准的月球空间坐标系,规范月球探测数据的使用,
十分必要。

本标准针对月球探测及其数据处理过程对坐标系的各种要求,参考了国内外有关资料,规范地定义

了相关的月球坐标系及相互之间的转换关系,可用于月球探测的数据获取、数据处理以及科学研究。在

选择术语上尽量与已有资料协调,同时又保持本标准的相对独立性和完整性,对于相同的术语,以严密、
准确为原则,使其定义与相关标准、规范保持统一、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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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球空间坐标系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月球探测及其数据处理相关的坐标系,包括坐标系的原点、尺度、定向及其随时间演

变的一系列协议、算法和常数,并定义了相关坐标系之间的转换关系。
本标准适用于月球探测的数据获取、数据处理以及科学研究。

2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2.1 

参考椭球 referenceellipsoid
为处理和表达测量成果而采用的一种与天体大小、形状最接近,并具有一定参数的旋转椭球。
[GB/T14911—2008,定义2.14]

2.2 
参考椭球长半径 majorradiusofreferenceellipsoid
参考椭球长半轴的长度(a)。
[GB/T17159—1997,定义4.8]

2.3 
参考椭球短半径 minorradiusofreferenceellipsoid
参考椭球短半轴的长度(b)。
[GB/T17159—1997,定义4.9]

2.4 
参考椭球面 surfaceofreferenceellipsoid
参考椭球的表面。

2.5 
岁差 precession
地球瞬时自转轴在空间中不断改变方向的长期性运动。
[GB/T17159—1997,定义3.22]

2.6 
章动 nutation
地球瞬时自转轴在空间中不断改变方向的周期性运动。
[GB/T17159—1997,定义3.23]

2.7 
天球 celestialsphere
用于在其表面投影天体位置而假想的以空间某点为中心,无限长为半径的圆球。
[GB/T17159—1997,定义3.4]

2.8 
黄道 ecliptic
地球绕太阳公转的轨道平面与天球相交的大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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