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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看到好几本关于火星探测的书，书名都是

《下一站火星》。它总让人想到一个场景，未来的某

一天，星际飞船的乘务员报出站名，“下一站火星。”

以现在的眼光看，下一站火星有两重意义。火

星是人类探访宇宙的下一站。60多年前人类已经

登上了月球，下一个目标是让宇航员登陆火星。火

星是中国行星探测的下一站。去年我国在人类历

史上第一次实现了在月球背面软着陆。下一步我

国将用火星车在火星上巡游，探寻这颗红色星球的

奥秘。

2020年又是一个火星探测年，不仅中国和美国

准备发射火星探测器，连阿联酋也在准备发射飞船

前往火星。从进入太空时代开始，人类就一直在进

行火星探测。人类探测火星的历程大致可以分为

三个阶段。

20世纪60年代美国和前苏联开始探测火星的

阶段可以认为是火星探测的第一个阶段。这个阶

段的主要探测手段是飞掠。飞船从火星边上飞过，

就像坐在缆车上看风景，观测的时间非常短，加上

受当时数据传输技术的限制，取得的观测资料非常

有限。不过更大的问题是任务经常失败，成功的机

会少。

前苏联最早发射的五个火星探测器，都以失败

而告终。最可惜的是 1962年 11月的“火星一号”，

在太空中飞行四个多月一亿多公里之后发生了通

信故障，和地面失去了联系。前苏联的火星探测器

“探测 2号”抵达火星，但却未能发回数据。后来美

国宇航局发射的水手８号和 1969年前苏联发射的

火星探测器也以失败而告终。只有美国宇航局发

射水手四号，“水手六号”和“水手七号”成功地飞抵

火星，并且传回来为数不多的照片。这些飞船拍到

的火星部分正好有一些陨石坑，就认为火星也像月

球一样布满了陨石坑。正是盲人摸象的火星版，当

然这样错误的结论被后面的观测推翻了。

1971年，美国“水手9号”成功抵达火星并且环

绕火星进行探测，人类的火星探测开启了第二阶

段-环绕观测。环绕观测提供了比飞掠多出成百上

千倍的观测时间，也更新了人类对火星外形和地貌

的认识。水手9号发现火星的地貌整体上和地球上

的沙漠非常相似，还发现了火星上有一道长长的大

裂谷。大裂谷全长四千五百多公里，这个距离可以

一直从新疆西部一直延伸到北京。另外还发现火

星有座高度达到两万多米高的山峰，是太阳系最高

的山峰。

这段时间苏联也发射了一系列的火星探测

器。1973年，苏联火星4号，5号，6号和7号都先后

失败。4号本来是个环绕器，结果没能进入环绕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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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探测器飞越火星，飞向遥远的深空。５号倒是

成功入轨，不过探测器只生存了几天时间。6号和7

号都是飞掠着陆，总让我想起了二战中飞机向军舰

投弹的作战方式，虽然飞船抵达了火星附近，不过

这两次着陆的尝试也都以失败告终。苏联掌握了

飞到火星附近的技术，不过着陆器几乎全军覆没。

这四次失败对苏联的航天打击非常大，这之后在相

当长一段时间苏联的火星探测几乎处于停滞状态，

只在 20世纪 80年代发射了两个火卫探测计划，也

都以失败告终。

火星探测第三个阶段的标志是探测器成功着

陆火星并且进行观测。这个阶段的重要目标就是

和生命相关的探索。比如火星上生命存在过的痕

迹和火星大气环境的演化过程等。进入20世纪90

年代之后，虽然有些火星探测计划失败，比如 1992

年美国的火星观察者、1996 年俄罗斯火星 96 和

2003年欧空局的火星快车等，但整体来说火星探测

的成功率比以前高，不过因为前苏联解体，美苏太

空竞赛不再，火星探测任务反而没有以前频繁。因

为技术进步，火星研究上取得了一些突破性的进

展，尤其是在水和火星大气演化上。最有代表性的

成果是2012年美国好奇号火星车，在火星上发现水

的痕迹。

火星探测最关心的问题是火星上的生命和水，

以及是火星的演化与这两者之间的关联。虽然火

星上不存在类似地球大洋那样的江河湖泊，但是也

有少量的液体水和大量的固态水存在。火星表面

河道的形态显示火星表面亿万年前曾经存在过大

量的水。亿万年前火星表面温暖湿润，完全可能有

生物繁衍。是什么原因导致火星失去了水？火星

是怎样从一个蓝色星球变成现在一片荒漠的红色

星球？火星的今天有没有可能是地球的明天？火

星没有高等级生命，不过不排除有微生物的存在。

已经有发现火星土壤中存在有机物，还有火星大气

中甲烷的变化，都显示生命可能存在。能否找到它

们，或者找到它们存在过的痕迹是科学家现在最关

心的问题。

火星的大气和环境演化也是中国火星探测的

重要科学目标。我国的火星探测配置了一个火星

环绕器和一个搭载着火星车的着陆器。火星车、着

陆器和环绕器上都安装了科学仪器来探测火星。

在环绕器上安装了粒子分析器来测量火星大气中

不同粒子的速度分布，根据速度分布计算不同粒子

成分的流失情况以及影响粒子流失的原因，可以帮

我们更好地理解火星上水消失的原因。期待我国

的火星探测顺利实施，成功完成绕落巡，取得重大

科学发现。下一站，火星！

本文部分资料来自国家天文台郑永春研究员

所著《火星零距离》和毛新愿博士所著《下一站火

星》，空间中心周炳红研究员修改了文章的初稿，在

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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