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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问·火星

4月 24 日，在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

50周年纪念日，中国宣布了第一位火星使者的名字：“天

问一号”。按照计划，它将在2020年 7月搭乘长征五号火箭，

远征太阳系的另一颗行星火星。这将是中国出发迄今最远的

一次旅行。

“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这是

屈原在《天问》里提出的课题，如今中国航天人将派出使者，

试图去解开屈原之问。中国的行星探测任务被命名为“天问”

系列，最先出发的是“天问一号”，这是在以特殊的方式向

先贤致敬。

探寻别的星球上的秘密，一直以来是人类仰望星空之际

孜孜以求的梦想与追求。随着现代航天科技的进步，这样的

追求逐步从梦想化为了现实。但是宇宙过于浩瀚，太阳系、

银河系、河外星系，各个星球之间的距离相对于人类现在所

及的飞行速度来说依然过于遥远，当代的航天科技能力要飞

出太阳系就需要 3 万年。作为距离地球较近、自然环境与地

球最为相似的行星火星，因而成了人类深空探测的热点，迄

今人类对其它行星的实际探测仅限于火星，盖源于此。

虽然火星是地球的“近邻”，实际上两者距离最近的时

候约 5600 万公里，最远达 4 亿公里。在这样的距离上，以第

二宇宙速度每秒超过 11 公里的速度飞行，要飞一年多时间，

以每秒 30 万公里的光速发射电波，收到回音要十来分钟，

因而拜访“近邻”也是一件十分不容易的事情。也因此，从

1961 年至今，人类实施火星探测活动达 45 次，但成功和部

分成功的任务一共仅有 22 次。

由于路途遥远，“天问一号”将先发射至地球 - 火星转

移轨道，随后在地面测控系统支持下，通过多次轨道机动和

中途修正，在近火点实施制动进入环火椭圆轨道，运行到选

定的进入窗口时探测器进行降轨控制，释放着陆巡视器。着

陆巡视器进入火星大气层后，通过多级减速和着陆反冲软着

陆火星表面。届时，中国将成为第二个实现火星表面巡视探

测的国家。在最后的降落阶段，由于电波传送需要好几分钟

的时间，地球上的控制人员已无法即时发送指令进行控制，

着陆只能按照程序自动进行。

火星探测的一大挑战是信号传送。从上亿公里外传来的

信息，没有大口径天线就无法接收。为此，国家在天津武清

新建了 70 米高性能接收天线 (GRAS-4)，这是亚洲最大的单

口径全可动天线，重约2700吨，面积相当于9个篮球场大小。

4 月 25 日，70 米天线反射体完成了整体吊装，预计将在今年

10 月具备火星探测数据接收能力。未来如果要接受最远处 4

亿公里之遥微弱信号，可能需要加上密云的 50 米天线和 40

米天线，以及昆明的 40 米天线，4 个天线同时接收数据进行

信号合成，才能完成火星探测数据的接收任务。

中国首次自主火星探测，将探究火星生命的存在和演化

过程等问题，借此了解地球的演化历史和预测地球的未来变

化趋势，同时也为人类开辟新的生存空间寻找潜在目标，最

终目的是为地球和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服务。

“天问一号”是中国行星探测的第一步，浩瀚星空的探

索征途漫漫。太阳系由 8 大行星和 185 颗天然卫星组成，在

更加遥远的星空中，根据推算适宜人类居住的星球数量，至

少有 50 多个。

星际航天，依靠人类现有航天技术是远远不够的。脑洞

大开的科学家，目前能够想象得到的最快运动方式，只能是

光速。但即使是每秒 30 万公里光速，对于浩瀚星海来说依然

过慢。并且如果能实现并利用这样的速度，一个新的更大问

题会出现：在光速条件下，世界是人类在今天无法想象的。

超越了人类认知的未来，需要人类进一步升华自己的认

知。或许，这正是“天问”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