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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注册号为 4200001141327、
现登记机关为湖北省市场监督管
理局的湖北广视网络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均已遗失，
特声明作废。

特此公告
湖北广视网络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 5月 10日

公告

你好火星，中国来了！
5 月 15 日 7 时 18 分，天问一号探测器成功着陆于火星乌托邦平原南部预选着陆区，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

务着陆火星取得成功。天问一号探测器于 2020 年 7 月 23 日发射，在今年 2 月到达火星，成功被火星捕获。经
过 3 个月的养精蓄锐，天问一号终于实施降轨，完成着陆巡视器与环绕器分离。在成功软着陆于火星表面
后，中国首辆火星车“祝融号”也将驶离着陆平台，开展巡视探测等工作。

此次天问一号登陆火星有什么难点？“祝融号”火星车会以何种方式探索火星？背后又有什么故事呢？

“天何所沓？十二焉分？日月安属？
列星安陈？”两千多年前，诗人屈原仰望苍
穹，发出“天问”。两千多年后，以屈原长
诗命名的天问一号探测器在火星乌托邦
平原南部预选着陆区，完成了一次教科书
式的精准着陆，在火星上首次留下中国人
的印迹，迈出了我国星际探测征程的重要
一步。

从地球到火星，9个多月，4亿多公里，
旅途之漫长，堪称我国第一次真正意义上
的深空之旅。地球与火星的距离即便最
近时也有 5000 多万公里，是地球和月球之
间平均距离的 140多倍，有航天专家以“跨
越太平洋的高尔夫”来形容这次任务，难
度之大可见一斑。

2020 年 7 月 23 日，我国首次火星探

测任务天问一号探测器在文昌航天发射
场搭载长征五号遥四运载火箭成功发
射。

自发射以来，天问一号经历了地火转
移段、制动捕获段、环火飞行段等飞行过
程，成功完成火星制动捕获，完成了“绕、
着、巡”三大目标中环绕探测目标。

在地火转移期间，天问一号完成了地
月成像、四次中途修正、深空自拍、深空机
动等一系列操作，至今令人印象深刻。

——深情回望，拍摄地月合影。 2020
年 7 月 27 日，环绕器在飞离地球约 120 万
公里处回望地球，利用光学导航敏感器
对地球、月球成像，获取了清晰地月合
影。在这幅黑白合影图像中，地球与月
球一大一小，均呈新月状，在茫茫宇宙中

交相辉映。
——轨道修正，让天问飞得更稳。天

问一号先后完成了四次中途轨道修正，对
3000N 发动机及 120N、25N 推力器的在轨
性能、工作模式进行了全面验证。

——深空自拍，五星红旗闪耀太空。
2020 年 10 月 1 日，国家航天局发布了天问
一号探测器飞行图像，图上的五星红旗光
彩夺目，呈现出鲜艳的中国红，这是我国
探测器采用分离测量传感器完成首次深
空自拍。

——首拍火星，成功获取中国首幅近
火图像。 2021 年 2 月 5 日，国家航天局发
布了天问一号在距离火星约 220 万公里
处，获取的首幅火星图像。本次成像采用
环绕器高分辨率相机的黑白成像模式。

——近火制动，环绕火星成功。 2021
年 2 月 10 日，天问一号探测器实施近火制
动，3000N 发动机开机工作约 15 分钟，探
测器顺利进入近火点高度约 400 公里，远
火点高度 180000 公里，周期约 10 天，倾角
约 10度的大椭圆环火轨道，成为我国第一
颗人造火星卫星，实现“绕、着、巡”第一步

“绕”的目标，环绕火星获得成功。
2021 年 2 月 12 日，国家航天局发布天

问一号制动捕获过程动态影像，火星大气
层及表面形貌清晰可见。 2021 年 2 月 24
日，天问一号探测器成功实施第三次近火
制动，进入周期 2 个火星日的火星停泊轨
道后，对火星开展全球遥感探测，并对预
选着陆区进行详查，探测分析地形地貌、
沙尘天气等，为着陆火星做准备。

火星是目前行星探测的重点目标。但
在人类已实施的 47次火星探测任务中，成
功或部分成功的只有 25 次。而火星着陆
任务风险更高，22 次着陆任务中（着陆火
星 19 次、着陆火星卫星 3 次）只有 10 次取
得成功，成功率为 45%，目前只有美国和
中国掌握了火星软着陆技术。

火星的北半球多平原，南半球多山
地，此次火星软着陆的地点就选择在火星
北半球乌托邦平原的南部。虽然是“平
原”，但这并不意味在此处着陆就可以高
枕无忧。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总体设计部火

星探测器总体主任设计师王闯介绍，天问
一号整个降落过程大致分为“进入—减速
—软着陆”三步，天问一号需要在 9 分钟
内，将每小时约两万千米的速度降到零。

“这是最为惊心动魄的 9 分钟！整个
着陆过程步步惊心，技术十分复杂。”王闯
说，截至目前，人类火星探测任务成功率
仅有五成左右，大部分失败都是折戟在这
一阶段。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天问一号探测
器总设计师孙泽洲说，火星探测最大的难
点就是着陆，这个过程需要融合气动外
形、降落伞、发动机、多级减速和着陆反冲
等多项技术才能实施软着陆。每个环节

都必须确保精准无误，差一秒都可能造成
整个任务的失败。

具体来看，天问一号首先瞄准进入火
星大气层的一个狭窄的进入走廊，借助火
星大气进行气动减速，这个过程要克服高
温和姿态偏差；气动减速完成后，天问一
号的下降速度也减掉了 90%左右。

紧接着，天问一号打开火星专用降落
伞，进行伞系减速。待降落伞完成使命
后，天问一号探测器抛掉大底和背罩，露
出着陆平台和火星车，当速度降至每秒
100 米时，再通过反推发动机进行减速，由
大气减速阶段进入动力减速阶段。

在距离火星地表 100 米时，天问一号
进入悬停阶段，完成精准避障和缓速下降
后，着陆巡视器在缓冲机构的保护下，抵
达位于火星东经 109.9°北纬 25.1°的着陆
点。

这么看来，要想平安稳定地降落到火
星表面，首当其冲的问题就是让高速奔驰
的天问一号减速。

“超音速降落伞是减速技术中难度最
大的一个环节，天问一号在使用降落伞时
要保证在超音速、低密度、低动压下打开，
而这个过程存在开伞困难、开伞不稳定等
问题。”王闯说。

他解释道，由于火星大气非常稀薄，
进入火星时要求探测器的气动外形具备
高效的减速性能，同时需要更轻量化的防
热材料。

“虽然此前我国已有月表着陆经验，
但是此次天问一号火星软着陆任务更加
艰难。”王闯说。一方面火星表面存在大
气，因此火星比月球表面有更复杂的环

境；另一方面火星离地球距离更加遥远，
通信时延达到 20分钟左右，因此整个着陆
过程相距遥远的地表来不及做任何处置，
只能靠天问一号自主完成，经历“生死 9分
钟”。

孙泽洲表示，为此，早在着陆前，天问
一号在火星停泊轨道上就对着陆区进行
了详查预探测，获取了大量的着陆区地形
地貌的数据，并对火星尘暴发生的概率进
行了评估。

值得一提的是，天问一号探测器继承
了嫦娥三号、四号、五号成熟的悬停、避障
技术，以确保安全着陆。孙泽洲说，“在这
些措施的基础上，我们还在国际上首次采
用了基于配平翼的弹道升力式进入方案，
以降低火星大气参数不确定性带来的风
险。”

成功着陆后，“绕、着、巡”的串
联任务终于进行到最后一步——

“巡”。全球瞩目的中国第一辆火
星车“祝融号”也将正式登场。

国家航天局探月与航天工程
中心深空部部长耿言 5 月 15 日透
露，“祝融号”火星车将首先进行
自检和环境感知，大约再过一周时
间，将驶离着陆平台，开启火星探
测，将跨越数亿公里回传图像。

此前，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
总设计师张荣桥曾对外公布“祝融
号”火星车的配置细节：火星车质
量约 240 公斤，为 6 轮独立驱动，携
带 6 台载荷，其太阳翼呈蝴蝶翼
形。因此有人形象地将“祝融号”
火星车比喻为“火星蝴蝶”。

张荣桥说，着陆器将着陆信息
通过环绕器转发地面，先后完成坡
道及太阳翼天线展开，火星车在第
一时间将成功展开的消息传回地
面。一切就绪后，“祝融号”火星车

将自主驶离着陆器，抵达火星表
面，开启新的征程。

火星的环境是出了名的恶劣，
要想完成使命，火星车首先得存活
下来。这就需要“祝融号”足够强
大。中国曾数次造访月球，积累了
宝贵的经验。但月球与火星最大
的不同，便在于月表近乎真空，而
火星有大气层，这会大大增加探索
火星的难度。

如果只是看图片，火星的地貌
似乎与地球上的沙漠戈壁无异。
事实上，火星上的风速可达每秒
180 米，这几乎是地球上特大台风
风速的三倍还多。狂风会掀起大
量的沙尘、石块，形成特大沙暴，让

“祝融号”的眼睛蒙尘、翅膀不再灵
活。

面对这样的情况，中国的航天
设计师们使用了一种新材料，这种
材料不易沾上灰尘，即使沾上，也
可以通过振动将其抖落。火星表

面还密布着石块等障碍物，这就使
得火星车的行驶需要更加“小心翼
翼”，以免被障碍物卡住造成操作
的迟滞。

那么，如何让火星车的每一步
都走得更加稳妥呢？在中国航天
科技集团五院的研究室中，有一台
一模一样的火星车。当在火星上
遇到复杂的路况时，地球上的火星
车将对火星路况进行模拟行驶，确
认无误后才会发出指令。

按照计划，接下来“祝融号”将
迈出火星第一步，留下中国探测器
在火星上的第一个脚印。

殊为不易的奔火之路

惊心动魄的9分钟

“火星蝴蝶”的荒野求生

本版文字综合自人民日报、新华每日电讯、中国青年报等媒体报道

■ 延伸阅读

﹃
想
去
火
星
旅
游
？
可
能
不
是
梦
﹄

据航天专家、北
京 大 学 地 球 与 空 间
学 院 教 授 焦 维 新 介
绍，从人类的火星探
测技术发展来看，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
到现在，人类已经完
成了普查阶段，开始
进 入 详 查 阶 段 。 详
查 阶 段 的 第 一 步 就
是 运 用 火 星 车 一 类
的 工 具 对 局 部 地 区
进行详查，第二步是
取 样 返 回 。 从 现 在
的日程来看，国际上
一 些 技 术 先 进 的 国
家 和 机 构 计 划 在
2026 年 发 射 取 样 返
回探测器，预计 2031
年 实 现 返 回 。 我 国
火 星 探 测 也 有 取 样
返回的探测计划，争
取于 20 年代末实现
目 标 。 现 阶 段 任 务
完成以后，下一步便
是载人火星探测，这
个难度就更大一些，
因 此 需 要 方 方 面 面
都要做好准备。

因 为 距 离 的 原
因，去火星的时间在
七个月左右，回来也
需 要 差 不 多 长 的 时
间，而且发射与返回
都 有 一 个 窗 口 的 问
题 。 如 果 只 在 火 星
待 十 天 半 个 月 就 计
划返回，经济成本过
于 高 昂 ，效 率 也 很

低。焦维新进一步解释，“所以
我认为应当把载人登陆火星和
建立火星基地统筹考虑，让宇航
员在火星上有一个基本的工作
与生活的空间，提高工作效率。
并且有了初级的火星基地以后，
随着技术的成熟，我们还可以考
虑拓展火星基地的功能。甚至
可能发展到有一天，除了科研人
员之外，我们普通人也可以到火
星 旅 游 ，我 觉 得 这 是 可 以 实 现
的，这不是科学幻想，这是技术
一步一步发展所能达成的。”

焦维新还表示，“但是，我们
不能把这理解为社会上有些人
所鼓吹的火星‘移民’。”无论从
哪个角度看，移民都是从原来不
理想的环境到达一个理想的环
境。地球才是人类在太阳系最
适合生存的美丽家园，移民至火
星从逻辑上说不通。火星的自
然条件并不适宜人类生存，其大
气 压 只 有 地 球 的 0.7% ，而 且 这
0.7%的大气压中 95%以上是二氧
化碳，一年中的平均温度是零下
六十度，最低气温是零下一百二
十度。并且它没有磁场保护，来
自太阳、银河宇宙线的辐射可以
直接打到物体表面，辐射很强。
种种因素加起来，根本就谈不上
适居，人类没法在这样的环境中
正常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