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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征服火星是人类最大的梦想
之一，为探秘这颗红色星球，曾付
出几代人的努力。

! 火星 !"号 !"#$年 !$月
!$日，前苏联发射“火星 !%号”探
测器，被认为是人类探索火星之旅
的开端。!"&'年 (月，在飞离地球
约 )亿公里时，“火星 !%号”因导
航设备出现故障，失去控制。

! 水手 # 号 !"&* 年 )) 月
+,日，美国发射“水手 *号”，是人
类历史上第一个成功发往火星的
探测器。次年 -月，“水手 *号”摄
取了 ++张火星的特写照片，这些
充满陨石坑的图像震惊科学界。

! 海盗 !号 )"-&年 &月 )"

日，美国宇航局“海盗 )号”探测器
进入火星轨道，着陆成功后投入寻

找火星微生物的工作，根据发回的
火星全彩色图，人们发现原来火星
的天空是略带桃粉色，而并非原先
所想的暗蓝色。)",+年 ))月，地面
控制中心送出错误指令，从此与
“海盗 )号”失去联络。

! 火星探路者 )""-年 -月 *

日，“火星探路者”登陆火星，它携带
的漫游车“旅居者号”是人类送往火
星的第一部火星车，向地球传回逾
万张照片和大量数据，此次探索还
在火星陨石中发现生命迹象。

! 奥德赛号 +..) 年 ). 月
+*日，根据电影《+..)太空漫游》命
名的火星探测器“奥德赛号”到达火

星轨道，并发回火星表层构成和辐
射环境。“奥德赛号”是迄今工作时
间最长的火星探测器，+.)+年 ,月，
“好奇号”登陆时它还在传递信号。

! 火星探测漫游者 +..(年，
美国公布由“勇气号”和“机遇号”
两辆火星车组成的“火星探测漫游
者”计划。“勇气号”从火星上首次
拍摄到地球照片，“机遇号”则通过
勘探发现火星上形成于酸性湖泊
的岩石，以及火星早期曾有面积相
当于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大小的地
下水层。+.."年 /月，“勇气号”因
车轮陷入软土无法动弹，此后几次
解救行动均告失败。

! 火星勘测轨道飞行器 +../

年 ,月 )+日发射，+..&年 (月 ).日
进入火星轨道，携带的相机和光谱仪
是迄今为止分辨率最高的在轨火星
科学仪器，主要目的是为以后的任
务寻找合适的登陆地点，以及提供
高分辨率的科学考察。

! 凤凰号 +.., 年 / 月 +&

日，“凤凰号”探测器登陆火星永久
冻土带，首次证实火星上确实有水
存在。+..,年 ))月面临火星的冬
季时，“凤凰号”的太阳能电池板供
电能力骤降，从此进入休眠状态。

! 好奇号 +.)+年 ,月 &日，
“好奇号”在火星表面着陆，展开为
期两年的探测任务。它是第一辆核
动力驱动的火星车，其首要任务是
探寻火星上的生命元素。

! ! ! ! $%!& 年 启动宇航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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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名候选人! 他们将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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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火星定居者的 "个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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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连接装置!激活食物生产系统!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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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居火星：理想还是幻想 （下）

“火星一号”计划
能否完成载人登陆？
“我相信所有的科学幻想最终

都会变成现实，只是时间问题。”对
于“火星一号”计划，美国行星科学
研究所研究员李荐扬比较乐观。

人类从上世纪 &.年代开始探
索火星，迄今已有超过 (.个火星探
测器，包括轨道卫星、火星车等，
“近期，基本上每两年适逢地球和
火星的相对位置有利，都会有一两
个探测器发射。”李荐扬认为，目
前火星探测器发射、地球到火星轨
道测控，以及精确定点着陆等技术
都非常成熟，因此，从发射和通讯技
术角度，“火星一号”计划有一定可
行性。
“不过，载人登陆火星和发射无

人探测器的要求完全不一样。”李荐
扬强调，前者旅程将超过半年，需要
携带包括水、食物等生命支持系统，
而对于发射探测器而言，最大限制
就是荷载，“但我不认为这是难以逾
越的技术障碍，最困难的还是载人
环节。”

根据“火星一号”公布的计划，
准备利用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猎鹰
运载火箭实施发射，然而目前该火
箭还只能向近地轨道发射货运飞
船，毋庸置疑，其中还有很多挑战。

为什么这是一张
“有去无回”单程票？

“有去无回”的单程之旅，宇航员
从此彻底放弃地球上的生活，将“火
星一号”计划推至争议的风口浪尖。
对此，中国空间技术专家庞之

浩认为这是为了减少成本和技术难
度，实属无奈。火星与月球不同，月
球只有 )0&地球引力，并且没有大
气，然而火星有 )0(地球引力，并且
有稀薄的大气。从火星发射需要供
应双倍的生命保障系统，还要额外
的燃料提供足够的动力以克服引力
和摩擦。
李荐扬也认为“单程票”完全是

技术限制，以目前全人类的技术水
平，从地球发射大推力火箭系统一
次耗资要在几千万美元以上，在火

星上发射则需要从零开始建造火箭
以及发射场，测控系统等，“在未来
实现该技术不成问题，但所需时间
尺度可能超过人类的生命尺度，所
以第一批火星人在有生之年返回地
球的可能性很小。”

成功登陆后宇航
员将会面临什么挑战？

根据“火星一号”计划，宇航员
抵达火星后要建立人类首个永久性
定居点，定居点内将分为生活区、工
作区、娱乐区以及用来栽培蔬菜的
温室。
李荐扬透露，建立一个自给自

足的全封闭生命圈，提供氧气1二
氧化碳循环和水循环，用以支持动
植物的养殖等，是第一批火星移民
面临的首要问题，“这件事远比想象
中困难，我认为这一步的技术挑战
是整个计划里的最大难点。”

李荐扬告诉记者，!. 多年前，
曾经有一个 234567898 :试验，就是
在地球上建立一个全封闭的生命
圈，但是最终结果不甚理想，“既然
他们不打算返回地球，而且陆续会
有更多地球人到达并定居火星，那
么长期生活将面临重重挑战，否则
他们只能完全依赖地球上的持续补
给供应。”此外，火星上的沙尘暴同

样威胁着首批探路者，并对生命保
障系统提出极高要求。

低门槛海选能否
产生优秀的探路者？

根据“火星一号”的招募信息，
年满 ), 周岁的地球人都可报名，
“低门槛”引起多方质疑。

“去火星定居的宇航员和其他
宇航员完全不同，第一批火星探路
者除了需要忍受和适应发射时和在
火星上的重力环境，还将面临漫长
的星际旅行以及永远定居火星带来
的心理挑战。”李荐扬说。
上海交通大学天文学和科学史

专家江晓原教授告诉记者，除了失
重、辐射等客观威胁，星际旅行还存
在设备故障等意外危险，对宇航员
身心素质和知识、技能都有极高要
求，“登陆火星是一件九死一生的
事，这样民间海选，只要达到 ),岁，
只要没有慢性病，把报名要求降得
那么低，不够严肃。”
不过，海选方式也并非全无可

取之处，从几率的角度，参选者越
多，最后的人选会越优秀，李荐扬猜
测，经过多批淘汰和 ,年训练，专
业、体能和心理依然是确定最终人
选的条件，“因为第一批移民火星的
人员将是整个计划的关键。”

这是场民间科技
革命还是商业炒作？
此前，重大的航天突破都是举

全国之力实现，“火星一号”计划依
靠一个非盈利的民间机构，是否具
备足够的人力物力财力，也是外界
的主要疑问。

对此，主办方表示整个选拔过
程将制作成真人秀节目，当宇航员
启程后，所有后续活动也将全天候
直播，希望通过出售转播权获取
经费。

在李荐扬看来，“火星一号”计
划的运作方式和一般科研项目完全
不同，是一种商业运作，别出心裁的
资金筹集模式能否成功还需拭目以
待，“不管结果如何，我最希望看到
的，是借这次东风掀起民间力量，支
持那些仅靠政府资助不一定能完成
的科研和技术开发项目。”

江晓原则认为，“火星一号”计
划更像一场“吸金”的商业炒作。资
金筹措困难、技术方案存疑，民间机
构贸然地宣布载人登陆火星，似乎
是在利用“探秘未知，谋求福祉”的
科学光环牟利。“星际航行是一个美
丽的梦想，在当代科学主义思想下
被不顾一切地追求，从一定程度上
说，人类正在被科学劫持。”

有人质疑技术能力，有人怀疑商业炒作，有人赞赏探索精神

专家解读：“火星一号”靠谱吗？

见习记者 范洁

“火星一
号”计划一经推
出，立刻引发全
球关注，这次由
民间力量策划
的“单程之旅”，
能承载人类多
年来登陆火星
的梦想吗？记者
采访相关专家，
从多角度剖析
释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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