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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5年7月4日，美国的“深度撞击”撞击器成功实现了对坦普尔1号彗星的撞击，作为人类历史上史无
前例的空间实验，它使得人们能够探测彗核的内部，分析其组成部分，从而了解彗星的演化过程。
    本书是第一本关于“深度撞击”计划的专著，全书系统地介绍了该计划的情况，内容涵盖了“深度
撞击”计划的任务设计，探测器平台、有效载荷及自主导航系统设计，目标彗星的观测历史、运动与
工作特性、彗核与彗发情况分析，撞击坑的尺寸和光学特性估计、成坑理论与模型，地基观测计划及
飞行数据处理，教育及公众普及延伸计划等。
    本书可供从事飞行器设计及天文学研究的专业人员和工程设计人员参考，也可作为高等院校飞行器
设计及相关专业研究生和本科高年级学生的辅助教材，还可以作为广大天文爱好者的参考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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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深度撞击”计划：在彗核上进行的一次大型主动实验　　1.2　我们所未知的　　1.2.1
　质量及相关参数　　研究彗星的科学家们目前仍没有一个直接有效的确定彗核质量的方法，这也就
意味着我们不能直接获取彗星密度。
里克曼等一些研究人员巧妙地运用已经测得的彗星非引力加速度及喷气速度模型来推算彗核质量，但
结果对所采用的模型依赖性太强（更进一步的详细讨论参见本书第6章）。
以最近获得的19P／勃雷利彗星的有关情况为例，其表面活动最强区域的位置及其转轴的指向均是已
知的，然而，采用测量得到的相同的加速度值代入两个不同的模型进行计算，所获得的彗星质量截然
不同，仅在误差允许的区域内有部分重合。
尽管如此，所有最近的计算结果都显示，彗核的密度在0.1 g／cm3～1.Og／cm3之间，这说明彗星的核
是多孔的，除非这种用非引力加速度来确定质量的方式本身有缺陷。
彗核的孔隙度是由其中冰和硅酸盐的比值（冰尘比）决定的，因为这两种物质有不同的密度，但冰和
硅酸盐的具体比值并不知道。
目前，关于彗发中尘与气质量比的量级是基本准确或略为偏大的，但具体数值还是与所采用的计算模
型有关，况且彗发中的比值并不代表彗核中的比值。
关于9P／坦普尔-1彗星中尘与气比值的更详细讨论参见本书第7章。
　　1.2.2　结构特性　　目前，大部分彗星的结构强度是未知的，但有一个明显的例外，即S—L9彗星
。
根据S—L9彗星分裂的碎片来判断，其在ikm左右的空间范围内拉伸强度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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