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909科教观潮科教观潮责编：刘 峣 邮箱：onionliu@hotmail.com

2020年7月23日 星期四

中国拉开火星探测序幕
本报记者 刘 峣

由于火星距离地球遥远，因此探测
火星需要选择其与地球距离较近的时
机，这样的机会每隔 26 个月才有一次，
而今年7月到8月正是火星探测器发射的
窗口期。

从 7 月 23 日开始，地球和火星的距
离将缩短到1亿千米以内。发射时间确定
后，长征五号遥四运载火箭将把火星探
测器发射至地火转移轨道，此后在地面
测控系统的支持下进入环火椭圆轨道，
运行到选定的进入窗口。随后，探测器

将进行降轨控制，释放着陆巡视器组合
体。着陆巡视器组合体成功软着陆后，
火星车将与着陆平台分离，开展区域巡
视探测和相关工程实践活动。环绕器将
为火星车提供中继通信链路，并开展环
绕科学探测。

这段看似简单的旅程，实际上充满
着挑战和凶险。相比登月所跨越的 38 万
千米，地球到火星几千万千米的距离，
对飞行器的测控通信是一项巨大的考
验。火星探测器发射升空以后，将“赶

路”7 到 8 个月的时间，预计在明年 2 月
到达火星的引力势场以内，然后再经过
火星的捕获，才能到达火星。

今年 10月 14日前后，火星与地球之
间的距离将缩短到 6200 万千米，是两者
相对最接近的时候。此时，火星、地
球、太阳将在太空中排成一条直线，形
成天文学上的“火星冲日”。这一天是从
地球上观测火星的最佳时机。届时，当
我们从地球“遥望”火星时，“天问一
号”也将在奔向火星的路上。

运载火箭的能力有多大，中国航天的舞
台就有多大。承载此次“天问一号”发射任
务的长征五号遥四运载火箭，将创造中国航
天的新历史。

——这是长征五号火箭的第一次工程应
用性任务，标志着长征五号火箭已经具备执
行国家重大航天工程任务的条件，承载起中
国人探索行星的发射使命。

——为摆脱地球引力，火星探测器需要
加速到超过第二宇宙速度 （11.2 千米/秒），
从而去往火星。我国目前的运载火箭中，
只有长征五号具备这一能力。如果发射成
功，这将是我国运载火箭飞出的最快速
度，也会是我国运载火箭首次执行地火转

移轨道发射任务。
——作为我国发射的重量最重的深空探

测器，火星探测器的重量达到 5吨。在全世界
范围内，这一重量的火星探测器也是屈指可
数，对运载火箭能力提出了极高要求。作为我
国推力最大的新一代运载火箭，长征五号起
飞推力超过 1000 吨，运载能力接近 25 吨，使
我国现役火箭的运载能力提升了2.5倍。不同
于目前常规火箭使用的化学燃料，长征五号
的燃料大部分是-183℃的液氧和-253℃的液
氢，被称为“冰箭”。与此同时，长征五号大推
力氢氧发动机和液氧煤油发动机均为全新研
制，120吨液氧煤油发动机单台的推力是目前
中国火箭发动机中推力最大的。

——除此以外，长征五号火箭采用的 5
米大直径箭体结构、全新活动发射平台、三
型高性能环保型火箭发动机等大量新技术，
技术跨度大、研制难度高，代表了我国运载
火箭技术创新的最高水平。

从 1986 年启动设计论证，到 2006 年正
式立项，再到2016年首飞成功，长征五号从
无到有、进入世界主流火箭阵营，见证了中
国航天人十年铸一“箭”的艰辛探索。

从 2017 年长征五号遥二任务发射失利，
到2019年遥三火箭重整行囊、圆满回归，再
到今年长征五号B遥一首飞成功、遥四火箭
蓄势待发，中国大火箭正在走向世界航天舞
台的中央。

随着长征五号遥四火箭静待发射，有“大
火箭”座驾之称的活动发射平台吸引了不少
目光。据了解，这套活动发射平台是我国规模
最大、承载能力最强、系统最复杂、技术最先
进的发射平台。当倒计时结束之时，活动发射
平台将把大火箭稳稳地送上太空。

我国现役的各型号发射平台的规模是根
据现役运载火箭的实际情况研制的。其中，
承载此次发射任务的“大火箭”活动发射平
台是由航天科技集团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
院最新研制的。活动发射平台高近70米，相
当于 24 层楼的高度；台体的上表面面积达

600 多平方米，相当于一个半篮球场，整个
平台自重近 2000 吨。

与以往的发射平台相比，“大火箭”发
射平台还少了供电车辆。发射平台上集成了
原来发射塔上的上百台地面设备，火箭的总
装、测试、跟地面设备的接口关系，都可以在
技术厂房完成。这样在运输过程中就能够保
持接口不变、状态不变，可
以直接运输到固定塔。科
研人员的目标是三四天就
完成发射准备工作，火箭
在发射塔的准备流程可以

成倍缩短。
在“大火箭”活动发射平台的上表面，

有12根柱子一样的支撑装置，这是火箭在发
射台上的“座椅”，研制人员用了3年多的时
间开发出了“十二点调平技术”，让火箭可
以“坐”得又直又稳，这不仅让火箭受力较
好，而且有利于火箭的瞄准、发射。

“大火箭”活动发射平台上，像这样的
新技术还有十几项，它们都是确保火箭安
全、稳妥、可靠的基石。正是这些先进的技
术，才让“大火箭”活动发射平台的先进性
遥遥领先于国内已有的发射平台。

在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中，北京
飞控中心将担任指挥决策中心、控制计
算中心、数据处理中心、信息交换中心和
飞行器长期管理中心。作为任务飞行控制
中心，北京飞控中心还承担着地火转移轨
道控制、火星环绕捕获控制、火面遥操作
控制和环绕器运行管理等任务。

据介绍，此次任务将全面采用新一
代飞控软硬件系统。首次火星探测任务
相对载人航天和月球探测任务，具有航

天器平台新、探测领域新、实施周期
长、测控模式复杂、轨道控制要求高以
及应急处置难度大等特点难点。为此，
北京中心科研人员近期开展了多次可靠
性测试、压力测试和稳定性测试，完成
了软件第三方评测，并通过各项联调演
练，全面、系统地检验了新一代软件系
统以及国产化硬件平台的功能性能和协
同工作的匹配性，为任务圆满完成打下
了坚实基础。

“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进入地火转
移轨道后，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喀什深空
站、佳木斯深空站将为其提供全程测控支
持。火星探测器最远探测距离近 4 亿千
米，地火转移时间近 7 个月，对测控通信
系统来说是前所未有的考验。为此，西安
卫星测控中心重点对两个深空站的对频
率综合系统、多功能数字基带、监视和控
制系统设备软硬件进行升级，为任务执行
提供更加稳定、强大的测控保障。

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火星
探测已成为目前及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国
际航天大国竞争的主要“竞技场”。今年
7月到8月，中国、美国和阿联酋三国的
火星探测器将“同台竞技”，原计划同期
发射火星探测器的欧洲航天局则将计划
推迟到2022年。

7 月 20 日，阿联酋首个火星探测器
“希望”号由日本三菱重工业公司成功发
射升空。如果一切顺利，“希望”号火星
探测器将于2021年初阿联酋成立50周年
之际抵达火星轨道。

“希望”号不仅是阿联酋首个火星
探测器，也是阿拉伯世界首个火星探
测 器 。 它 重 约 1.5 吨 ， 设 计 寿 命 为 2
年，主要任务是观测火星大气的温度
和湿度，以及火星气候的变化等。与
中 美 两 国 计 划 发 射 的 火 星 探 测 器 不
同，“希望”号不会在火星着陆，而是

在距火星表面 2 万至 4 万千米的轨道上
环绕火星运行。“希望”号绕火星运行
一周需要大约 55 小时，它将持续围绕
火星运行至少两年。

美国也将在今年再探测火星。美国
航天局“毅力”号火星车计划于 7 月 30
日发射升空，并将携首架火星直升机

“机智”号一同前往火星，其任务包括寻
找可能在火星上存在过的生命迹象、探
索火星的气候和地质特征、为人类登陆
和探索火星探路等。此外，“毅力”号还
将携带43根样品管，将采集到的岩石和
土壤样品妥善封装，等2030年前后的下
一次火星探测任务时，把样品带回地球。

根据计划，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

将通过一次发射任务，实现对火星的
“环绕、着陆、巡视”三个目标。此外，
任务还设定了五大科学目标，主要涉及
空间环境、形貌特征、表层结构等研
究。为此，火星探测器
搭载了 13 种有效载荷，
其中环绕器上 7 种、着
陆器上 6 种，届时将对
民众关注的科学问题开
展探测。中国发射火星
探测器，既是为了研究
火星、为人类寻找未来
家 园 ， 也 能 够 反 观 自
身、探究地球的过去和
将来。

踏上“天问”之旅，
中国人与火星的距离从未
如此之近。

随着火星探测序幕拉
开，“天问一号”将通过一
次发射任务，实现对火星

“环绕、着陆、巡视”三大
目标，获取火星探测科学
数据，迈出我国行星探测
的第一步。

发射窗口开启 跨越亿万千米的星球“探险”

“胖五”创造历史 运载火箭拓宽中国航天舞台“胖五”创造历史 运载火箭拓宽中国航天舞台

活动发射平台 大火箭升空“稳稳的”

飞控测控升级“探火”全程有保障

多国同台竞技 中国实现“绕落巡”一步到位

77 月月 1717 日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日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
拍摄的长征五号遥四运载火箭拍摄的长征五号遥四运载火箭。。

张高翔张高翔摄摄 （（新华社新华社发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