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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以来，人类在仰望火星。

古代的人们时常在夜空中望见一颗

红色的行星，亮度常变而轨迹复

杂。“荧荧火光，离离乱惑”，被称

为“荧惑”的火星在某些天象中或

许是某种灾祸的化身。现代科学告

诉我们，火星是地球的近邻，位于

地球的外侧，无论是自转周期还是

季节性气候变化，火星与地球都有

着很大的相似之处。火星不仅引发

了人们科学观测和科学研究的巨大

兴趣，也成为许多科幻小说、电影

中未来人类的“移居之地”。

2021 年 12 月 27 日下午，由科

技部人才与科普司、中国科学院科

学传播局、北京科学技术委员会支

持，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承办的

第 54期科学咖啡馆活动成功举行。

本次活动主持人为中国科学院科学

传播研究中心副主任邱成利，主讲

嘉宾为航天科技集团五院火星探测

器副总设计师贾阳。贾阳以“火星，

我们来了”为主题，讲述了“天问一

号”火星探测器和“祝融号”火星

车背后的故事，将人类探索火星的

意义娓娓道来。

火星探索的史诗

20世纪50年代，随着第一颗人

造卫星发射升空，人类开启了对太

空探索的新纪元。在冷战的背景之

下，美苏为争夺航天实力的最高地

位而展开竞赛。苏联是人类探索火

星的先行者，1960年便首次发射了

火星探测器，可惜这次任务以失败

告终，直至 1964 年美国人后来居

上，当年 11 月发射的“水手 4 号”

成功完成了火星探测任务。而后，

美国的“海盗号”等火星探测器实

现了火星表面着陆，之后欧盟、印

度、阿联酋等国家或地区也加入了

火星探测的阵营，人类对火星的认

识和探索变得越来越多。

火星探测方面，我国

行动较晚，直至 2016 年，

由中国自主研制、发射和

实施的火星探测项目才正

式由国家批准立项。“天

问一号”的背后，凝结着

无数科研人员的心血，其

设计也遇到了很多困难。

例如，我国的发射任务需

要一次性完成环绕、着陆

和巡视全过程，这种挑战是前所

未有的。于是，“天问一号”火星探

测器被设计为“两层楼”结构，下

层的作用是留在火星轨道上环绕，

而上层将从探测器上分离，降落至

火星的大气层中，为着陆打好基

础。而在着陆过程中，探测器会经

历气动减速段、降落伞减速段、动

力减速段及着陆缓冲段；接近落地

时探测器还将寻找相对安全区域，

最终依靠缓冲材料安全地降落在火

星表面。

着陆完成后，巡视任务成为火

星探测器的重点。“祝融号”火星车

便成为巡视任务的主角。贾阳强

调，“祝融号”火星车的设计具有许

多突破性的特征，包括蝴蝶形状的

太阳能电池翼板、主动悬架结构、

利用超疏水性的电池片除尘技术、

集热器和移动智能体程序软件。在

科研人员的攻关下，“祝融号”火星

车拥有 7项世界首创的技术，其中

主动悬架结构是最复杂，也是最重

要的。这种结构装备可以显著提升

火星车的避险能力，当火星车陷入

沙尘时，主动悬架会将其抬起，进

入安全的区域。于是，随着“天问

一号”任务的成功，我国实现了环

绕、着陆和巡视火星的全过程，成

为了第二个成功开展火星巡视探测

的国家，标志着我国在火星探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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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实现了弯道超车！

人类的另一个视角

新闻报道中，我们会见到一张

第三人视角的火星车照片，这张照

片是谁拍摄的呢？贾阳将这项高超

的技术比作“下蛋”，火星车在运行

途中会先将相机放置在火星陆地

上，之后继续行进数米，待到照

片拍摄完成后，火星车会返回并回

收相机。依靠这项技术，我们才在

地球上看到了执行任务中的火星车

图片。

火星车另外一个显著特点是，

它的后轮上镌刻着一个明显的

“中”字，这个“中”字的含义是什

么呢？贾阳风趣地讲到，它不仅为

测量车轮转动一周后火星车的行进

距离提供了良好的记号，也代表中

国，更是用“河南方言”的另类方

式称赞了火星车巡视任务圆满完成。

贾阳的报告不仅深入浅出地讲

解了近年来我国火星探测工程的成

就和“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及

“祝融号”火星车背后的原理，同

时幽默风趣地讲解了这项工程背后

的故事，令全场观众对火星有了更

加深入的了解，引发了激烈的讨

论。来自交通运输部科技司的庞松

司长提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我

们为什么要探测火星？”贾阳出其

不意地回答到：“若要问人类探测

火星有什么意义，那么请问若干年

前，海洋生物第一次爬上陆地的时

候有什么意义？”

其实这个问题值得更深入地讨

论。冷战时期，美苏展开太空竞

赛，向火星发射很多探测器只为证

明自己的实力。然而，随着人们对

火星探测的不断深入，人们逐渐在

火星上发现了很多新奇的现象。通

过研究火星和地球的自转周期，每

隔 37天就有那样一个特定的时刻，

火星车所经历的时间，和

我们在地球上所用的北京

时间同时同分同秒，两个

星球的“天涯共此时”何

尝不是一种浪漫呢？而且

在一些特定的时刻，火星

车拍摄的照片中甚至会出

现地球的身影！因此，探

索火星，是在为人类增加

一个新的视角。

去火星旅行？

火星是地球的近邻，人类对移

民火星的想象和探索从未停止。国

际欧亚科学院中国科学中心的张景

安常务副主席问到：“目前火星车已

经成功登陆火星了，那么何时可以

实现载人登陆火星？”贾阳回答道：

“目前我对载人登陆火星的实现比较

悲观，因为其难度与无人探测相比

远高出不止一个数量级。从技术上

来讲，载人登陆火星可能实现，但

其昂贵的花费是我们目前无法承担

的。世界上有国家或企业提出登陆

火星计划，我是支持的，作为人类

的畅想是值得赞美的，不过一旦这

些计划有了时间表，那么更多的便

是一种商业行为。”

火星上是否存在“外星生命”

是另一个被广泛关注的问题。来自

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总体设计

部的设计师钱航提问：“火星上有无

生命迹象？我国的火星探测后续工

作计划是什么？”贾阳坦言，也许之

前有过火星上发现水或有机物的报

道，但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火星

上存在生命。至于第二个问题，目

前我国一次性完成环绕、着陆和巡

视全过程，是一次勇敢的尝试，之

后的工作将基于目前的成果，尝试

实现火星土壤取样和返回这一里程

碑式的目标，摘取无人探测皇冠上

的明珠。

来自科技导报的傅雪提问：“火

星和月球比，哪个更适合旅行，哪

个更适合移民？”这个问题非常具有

展望性，贾阳回答道：“如果未来实

现星际航行，因为距离的原因，去

月球的成本比去火星小很多，因此

更加适宜旅行。但火星具有大气

层，且昼夜温差相对小，相比之

下，月球的昼夜温差更大，因此火

星是更适合移民的。不过，现阶段

移民没有可能。”来自科学技术文献

出版社的王黛君提问：“日凌对地球

向火星车传输信号有什么影响？”贾

阳科普到：“日凌确实会影响火星车

信号的传输，我们和火星车至少 3

分钟是没有联络的。但火星车上装

有移动智能体程序，这种智能的软

件能控制火星车自主对外界环境做

出反应，不需要人类的操控也可安

全运行。”

科学咖啡馆活动在热烈的讨论

中渐入尾声。中科院科学传播局的

周德进局长在最后的总结中提到，

贾阳不仅为祖国的火星探测事业做

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为科学咖啡

馆带来了一场精彩的报告。目前，

我国已经在火星探测技术上实现弯

道超车，走出了迈向火星的第一

步；未来，我国的火星探测一定会

取得更加充实、更加傲人的成果！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李轩熠 秦晓宇 成 蒙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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