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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专家研制出全新装备， 简单说就是一种超级太空发动机的基础

我国或于 2030年前往火星采样

地球在现在来说是太阳系当中独一无二可以支撑起人

类生命存在和发展的星球， 但是地球不可能永远拥有这样

的条件， 从长远来讲人类需要第二个生存的场所。 火星是

太阳系中目前已知的人类唯一可以选择在未来替代地球的

星球。 随着人类深空探测技术的飞速发展， 近年来， 各航

天大国对火星的探测热情已经超越了月球。

运载能力的大幅提升， 使我国空间探测瞄准了更遥远

的深空。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八院院长代守仑

20

日透

露， 我国计划在

2030

年前后实施火星采样返回、 小行星

探测、 木星系等探测方案。

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于

2016

年

1

月批准立项 ， 预计在

2020

年左右 ，

由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发射火星探测器，

直接送入地火转移轨道， 一次实现 “环

绕、 着陆、 巡视”

3

个工程目标， 以及

空间环境、 形貌特征、 表层结构等五大

科学目标。

代守仑说，为实现目标，由航天科技

集团抓总研制的火星探测器分为环绕器

与着陆器两部分， 共搭载

13

种有效载荷。

在首次火星探测中完成如此任务 ，

在国际上前所未有， 面临巨大挑战。 代

守仑表示， 首先需要突破深空超远距离

测控通信、 火星制动捕获、 在轨长期自

主管理、 稀薄大气减速与安全着陆等关

键技术。

[目的]

探测火星有五大科学目标

由于距离火星太远， 火星探测器与

地球之间的交流可能需要

15

至

20

分

钟， 通信延迟非常严重。 因此， 在中国

月球探测工程首任首席科学家欧阳自远

看来， 为人类移民火星打前哨并将发挥

实质作用的将是一批基于强人工智能的

高智能机器人， 可以自主独立做出分析

判断， 而不是浪费太多时间等待地球发

来的指令。

在目前人类的探月工程中， 人工智

能的应用已经非常广泛。 比如， 中国的

月球着陆器在软着陆月面时， 就拍摄了

4700

多张照片 ， 通过分析这些照片 ，

着陆器可以自主选择一个能让自己的

“四条腿” 安全着陆的平面。

不过欧阳自远认为，目前，深空探测

中人工智能的应用并不高级，还处在基于

计算机视觉、语音识别、自然语言处理、机

器学习等弱人工智能的阶段。 不远的将

来，人类宇航员将登陆火星，开发出强人

工智能的机器人就变得非常有用了。

如果在火星探测器上配备强人工智

能技术， 机器人就可以协助宇航员执行

任务、 完成一系列航天操作和实验。 此

外， 当人类无法预测在何时或何地会有

新发现时， 机器人还可以通过初步勘探，

告诉人类最有价值的观测点， 辅助宇航

员做决策。

[技术]

强人工智能将是主力

[亮点]

“火星轨道器＋火星车” 组合协同工作

欧阳自远介绍，实际上，中国开展火

星探测的可行性论证几乎与探月工程同

步。 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于

2016

年

4

月正式立项，计划在

2020

年通过一次发

射， 实现火星轨道器环绕探测和火星车

软着陆巡视探测。

中国的火星探测计划有哪些亮点

呢？ 欧阳自远认为， 美国的火星探测计

划是借助“好奇号”火星车将一个配有高

精度仪器的巨大实验室搬到火星， 而中

国的火星探测计划更侧重 “火星轨道

器

＋

火星车”组合协同工作。

欧阳自远解释，火星卫星在天上围绕

火星运行，通过环绕遥感探测，可以对火

星表面和大气进行综合性全面调查，包括

火星的大气层成分与结构、 全球形貌、土

壤分布、表面物质成分、岩石类型、地质构

造、内部结构、地下水的全球分布、火星表

面环境变化和火星磁场特征等。火星车在

地面上运行，通过软着陆巡视探测，可获

得着陆区的气象特征、地形地貌、火星地

质构造、表面岩石类型、土壤种类和地下

水分布等巡视探测数据，为火星资源环境

和科学研究提供基础资料。

[难点]

两地间距离漫长，“对话”难

火星与地球相比，自然环境十分

恶劣：火星表面基本上是沙漠，地表

沙丘、砾石遍布，没有稳定的液态水体，

以二氧化碳为主的大气既稀薄又寒冷，

沙尘悬浮其中，每年常有尘暴发生。火

星表面非常干燥、年平均温度零下六

七十摄氏度，火星大气稀薄、气压只

有地球上的百分之一。

火星探测器与地面最远通信距

离约

4

亿公里，是地月距离的

900

多

倍，“对话”延时长达

40

多分钟，而且

“声音”微弱。 要克服信号衰减、传输延

时和外界干扰等因素。 由于距离太远，

大多数情况下探测器需要依靠自主控

制，独立完成帆板展开、对日定向、制动

捕获、两器分离、故障诊断等功能。 此

外， 火星大气密度仅为地球的百分之

一，探测器减速方法差异较大。 着陆器

以每小时两万公里的速度“撞”向火星，

需要通过气动外形、降落伞、反推发动

机等多种措施逐级减速，才能安全落到

火星表面。

[设想]

增加大气气压， 让水自由流动

据欧阳自远介绍， 改造火星可能

会实现， 人类已提出一些改造火星的

初步设想和行动方案。

首先， 人为增加火星大气中二氧化

碳等温室气体浓度，增强火星大气层温室

效应，提高火星表面温度，使火星极区干

冰升华和水冰融化，干冰升华增加大气层

二氧化碳浓度， 持续提高火星大气压；其

次，极区水冰融化和地下水排出可在火星

赤道区域保证水的自由流动，用于农业灌

溉；再次，引种适宜在火星生存的植物，产

生氧气，改变火星大气组分，建立火星表面

生态环境，为在火星上自由行走提供条件；

而后，建立“火星基地”，开展农牧业，实现

粮副产品自给，建设能源和原材料工业

设施，建设人类生活基础设施 ；最后 ，

实施火星旅游或移民。

“我们的目标是， 通过改造火星，

把这些地下水引出来， 让火星变成一

个像我们地球一样的生机勃勃的蓝色

星球，使地球、火星成为人类持续发展

的姐妹共同体。 ”欧阳自远说。

[科技]

我国测试全新科技： 不耗燃料 70天到火星

俄罗斯卫星网报道称，中国专家

研制出违反动量守恒定律的电磁推

进引擎（

EmDrive

）的工作样品。 那这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装备呢？

简单说就是一种超级太空发动机

的基础， 据称电磁驱动可以不消耗燃料

就能在

70

天内飞抵火星。 电磁驱动无需

任何推进剂， 它通过在一个密闭锥形

金属腔内不断反射光子而在 “尖端”

产生动力，并推动发动机前行。

火星距离地球非常遥远，最近的

也有

5000

多万公里， 最远的超过

2

亿公

里，而我国将会在

2020

年发射火星探测器。

因为火星和地球的最佳接触点决定着发射

窗口的问题， 一般来说每过

26

个月火星和

地球之间的轨道转移有一次最省能量的

发射窗口。

当这种电磁推进引擎在未来真正成熟

的时候，我国就可以大频率的往返于地球与

火星之间，这对于我们而言就意味着可以开

发更多的土地面积，建立更多的居民点

和运输更多的人员和物资。

“

欧洲科学家近日称，通过等离子

技术有望直接将火星上的二氧化碳

转换成氧气，在未来火星探索之旅中

实现氧气自给自足。

来自葡萄牙里斯本大学、波尔图

大学和巴黎综合理工大学的一个联

合研究团队在英国《等离子体科学和

技术》杂志上报告说，火星大气的压力和

温度范围适合应用非热能（或非平衡态）

等离子辅助来高效产生氧气。 火星大气

中的二氧化碳含量高达 96％， 具备通

过等离子分解产生氧气的理想条件。

该研究首席作者，来自里斯本大

学的瓦斯科·格拉博士表示， 将人送

到火星是太空探索的下一个重要步

骤，但要实现这一步必须保证宇航员

能有充足的氧气，可以自由呼吸。

随着气候变化和化石产品带来的各

种问题， 通过等离子辅助转化地球上的二

氧化碳的课题越来越受关注。 低温等离子

是二氧化碳分解的最佳媒介之一， 它可以

使二氧化碳分解成氧气和一氧化碳。

格拉说，火星大气不仅二氧化碳含量

高，火星外围大气层的低温（平均温度约为

零下 63摄氏度）也为等离子辅助转化二

氧化碳提供了理想的环境。

格拉表示，火星低温等离子分解法

不仅能提供稳定可靠的氧气供应，而且由

于分解出来的一氧化物还可用在推动火箭

的复合燃料中， 因此可以为人类火星探索

提供双重解决方案。他认为，通过利用火星

本地资源，可使火星探索大幅减少物流

压力，从而降低探索成本。

综合新华社 红网消息

链接：

等离子科技有望助火星探索实现氧气自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