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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据央视6月
1日报道，在今年航天日期间，我
国公布了首次火星探测任务的
名字，即“天问一号”。随着时间
窗口的临近，我国首次火星探测
任务有什么进展呢？近日，央视
记者专访了中国科学院院士、航
天科技集团科技委主任包为民，
据他介绍，今年在7月到8月之
间，我国将用长征五号火箭发射

“天问一号”。

明年2月抵达火星引力场

火星探测器发射升空以后，
在明年2月将到达火星的引力势
场以内，然后再经过火星的捕获
就到达火星。火星与地球最近

的时候，距离大概有5500万公
里，探测器在经过长途飞行后，
如何成功被火星的引力场捕获，
是任务中的关键点之一。如果
捕获失败，探测器将会与火星擦
肩而过。不捕获它就穿过去了。
所以这个捕获很关键，捕获以后
就进入火星的循环轨道，再经过
多次的调整，就进行环绕探
测了。

我国的火星探测器由环绕
器和着陆巡视器两部分组成，着
陆巡视器将在火星表面软着陆，
并释放火星车，在火星表面进行
巡视探测。据了解，火星车将停
留90个火星日，开展巡视探测、
火星地貌特征研究等多项任务。
火星的一天比地球的一天略长

一点，大概是24小时37分钟算一
天。90个火星日也就是我们地
球上三个多月的时间。

由于火星距离地球较远，因
此探测火星需要选择它与地球
距离较近的时机，而这样的机会
每隔26个月才有一次。根据我
国的计划，将在今年实施首次火
星探测任务。

降落过程7到8分钟

火星探测器在到达环绕火星
的轨道后，下一步工作就是要降落
在火星表面。这个降落过程大概
有7到8分钟。虽然时间短，却是整
个任务的关键点，因为它的成功与
否，直接决定着任务的成败。

火星探测器在奔火的途中一
直处于高速飞行状态，所以在着
陆之前，需要先将速度降下来。
我国根据探月工程中的技术经验
作为基础，将通过4个阶段逐步减
速，最终使探测器平稳到达火星
表面。从4.8公里每秒的速度，到
火星着陆的地方减到0米每秒，
这个过程要用7-8分钟，在7-8分
钟有4个减速段，第一个是气动减
速段，把速度从4.8公里每秒钟减
速到每秒钟460米，用时290秒
左右。

我国空间站2022年前后建成

5月5日，我国长征五号B运载
火箭成功首飞，开启了我国空间

站建造的序幕。预计在未来2-3
年，我国将进行11次飞行任务，完
成空间站的建造任务。

我国空间站预计在2022年
前后建成。明年，我国将开始空
间站关键技术验证和建造阶段
的发射任务，并陆续进行11次飞
行任务，即3次空间站的核心舱
和两个实验舱的发射，4次载人
飞船的发射，4次的货运飞船的
发射。

目前，我国空间站核心舱已
完成正样产品总装，“问天”实验
舱和“梦天”实验舱正在开展初
样研制；空间科学载荷已经陆续
转入正样研制。我国空间站建
成后，预计使用寿命为10-15年
左右。

迎来火星与地球距离较近时机

“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7-8月间发射

“中国天眼”将开启地外文明搜索
天文学家首次透露计划：设备升级后9月可以投入新观测

本报综合消息 据《北京晚
报》6月1日报道，搜索地外文明
是“中国天眼”5个主要的科学目
标之一。日前，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国际宇航大会(IAC)搜索地外
文明计划常设委员会 ( I A A
SETI)会员、中国地外文明搜寻
(SETI)科学家、北京师范大学天
文系宇宙学与地外文明研究团
组张同杰教授首次透露，在设备
升级后，“中国天眼”预计9月可
正式启动针对地外文明的搜索。

事实上，“中国天眼”针对外
星人的搜寻行动，早就开始了。

2018年，“中国天眼”安装并
调试了专门用于地外文明搜索
的后端设备。这个功能有点像
筛子的后端设备，主要就是从

“中国天眼”浩如烟海的电磁信
号中，筛选出有用的窄带候选信
号，而把天体和人工信号排除
掉。来自国家天文台、美国加州
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北京师范大
学等单位的研究人员，为“中国

天眼”量身开发了这套专门
设备。

“中国天眼”追逐外星人的
姿势，和它的巡天模式有关，除
了借助地球自转静悄悄地“偷
看”天空外，还能向特定的目标
天体暗送“秋波”，反复观测。

“目前，‘中国天眼’正在升
级后端设备，预计9月后可以投
入新观测。”张同杰透露，“中国
天眼”正在酝酿新的观测计划，
届时，地外文明搜索也将同步启

动。不过，由于采取共时观测模
式，外星人搜寻并不会干扰“中
国天眼”正常的科学观测。

在圈内，射电望远镜一直是
探索地外文明的主力军。用“中
国天眼”搜寻外星人真的是靠
谱、严肃的科学研究吗？张同杰
的回答是“YES”。“研究和探索地
外文明，绝对不是天文爱好者和
科幻作家的事，而是天文学家正
儿八经的任务，只不过，要用科
学的手段。”

作为目前世界上最大、最灵
敏的射电望远镜，“中国天眼”在
搜寻外星人上的优势显而易见。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博士生
张志嵩说，“中国天眼”的高灵敏
度，将大大增加探测的概率。口
径比阿雷西博大，而且采用了独
创的主动反射面设计，装上了19
波束接收机，“中国天眼”不仅观
测视野远比阿雷西博大得多，还
可以同时观测19个天区，接收更
多的电磁信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