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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问一号”来了，今年将向火星进发
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名称为“天问一号”，预计7月实施，将开启行星探测时代

2020年4月24日是第五个中国航天日。
50年前的今天，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成功

发射，拉开了中国人探索宇宙奥秘的序幕。
50年后的今天，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命名为“天问一号”，

很快将再次踏上剑指星辰大海的漫漫征途。
2020年，“嫦娥五号”计划“启程”，将在月球上采样并返回地

球，实现我国月球探测“绕、落、回 ”的最后一步。我国第一个火星
探测器“天问一号”即将升空，首次火星探测任务随之开启。中国空
间站核心舱也计划发射，并于2022年前后建成中
国空间站。对宇宙空间的探索，我们从未止步！

天问

窗口
2020年是“火星大年”

名称源于屈原长诗

征途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
航天从筚路蓝缕到星辰大
海， 探索浩瀚宇宙的脚步，
从未停止，从第一颗人造地
球卫星，到第一次载人航天
飞行，从“嫦娥一号”发射成
功到“嫦娥四号”成功着陆
地球背面， 探索浩瀚宇宙，
我们从未驻足。

世界航天发射版图中，
中国航天以全年发射运载
火箭34次的成绩再次占据
榜首，34次运载火箭发射共
发射卫星数量86颗，其中通
信卫星14颗、 导航卫星10
颗，遥感卫星41颗，科学与
技术试验卫星21颗，发射数
量位列世界第二。

1984年4月8日，“东方
红二号” 卫星发射成功，开
启了中国用自己的通信卫
星进行卫星通信的历史，卫
星通话、卫星电视开始进入
我们的生活。

在不远的将来， 随着
“虹云工程”、“鸿雁星座”布
轨应用，加快卫星互联网建
设，荒漠上网也不再是梦。

“您拨打的电话不在服
务区”也将成为历史。

安装了北斗终端系统
的共享单车、 智能手机、城
市公交都能被精准定位、随
时导航。

随着5G商用时代的到
来， 未来的电子商务物流、

移动在线共享教育，交通、医
疗等都可以与北斗应用相
结合。

北斗并不仅仅是导航，
记录重大事件，监测地球变
化，为现代农业、减灾、资源
环境、公共安全等领域“出
谋划策”。

探索， 不止步。 截至目
前， 我国已发射了探测月球
的“嫦娥”系列卫星，探测暗
物质粒子的“悟空号”，寻找
黑洞的X射线调制望远镜
“慧眼号”， 探测地球磁场的
“双星计划”……

将在月球上采样并返
回地球，实现我国月球探测
“绕、落、回 ”的最后一步。

我国第一个火星探测
器“天问一号”即将升空，首
次火星探测任务随之开启，
中国空间站核心舱也计划
发射，并于2022年前后建成
中国空间站。对宇宙空间的
探索我们从未止步。

50年来，我国人造地球
卫星在数量、种类、技术、应
用上都取得了日新月异的
进步，形成了通信广播、导航
定位、对地观测、空间科学与
技术试验四大系列。

我们从未忘记梦想，未
来，会有更多、更先进的人造
地球卫星被送到太空。

群星闪耀……
■综合新华社、新京报

回顾

火星只是第一步
“天问系列”
开启行星探测时代

追“星”50年！
中国航天，应该铭记什么？

宜居
火星条件最接近地球

是什么导致那么多的探测器都
将火星作为“考察目的地”呢?原因
很简单， 火星是太阳系中除地球以
外“最有希望的”行星。

火星距离地球近，不仅有大气，
温度也适宜， 虽然表面温度平均仅
为-63℃， 但夏天阳光直射区域温
度则可以上升到20℃， 赤道附近的
极端最高温度则有机会达到30℃左
右。它的自转周期约为24.6小时，与
地球十分接近， 也有春夏秋冬四个
季节。用最简单的一句话概括：太阳
系宜居之所，唯地球与“荧惑”耳。

让人感到好奇与兴奋的， 不仅
仅是这些数据。近几年，人类在火
星表面及轨道上部署了多个探测
器，通过这些探测器，我们推测出

40亿年前火星上曾经有大片海
洋与大河， 我们发现了火星地
下盐水湖，我们观察到火星表
面可疑的液体季节性流动特
征， 我们侦测到火星大气
中不明原因的甲烷含量
激增现象……所知越
多，未解越多，火星

引发地球人越来
越多的关注。

值得注意的是， 此次命名
透露了中国深空探测一项更长
远的计划。

国家航天局称， 中国行星
探测工程作为一个整体概念，
以“天问系列”命名，也使用同
一个主标识“揽星九天”。“天问
一号”的标识，在“揽星九天”图
案和“中国行星探测” 下方有
“MARS”字样，表明为行星探
测工程中的火星任务。

这意味着， 中国已将行星
探测计划进行整体规划， 火星
只是第一步。

国家航天局系统工程司相
关负责人2018年曾介绍，我国
后续深空探测工程， 初步明确
了四次任务。 第一次任务是在
2020年7月发射火星探测器，
预计经过10个月的飞行，2021
年到达火星。 其后， 计划在
2028年左右进行第二次火星
探测任务， 采集火星土壤返回
地球。

我国还将进行小行星探
测，并在2030年前后开展木星
系探测和行星系探测。 火星第
一次探测任务正在实施， 后面
三次任务正报请国务院批准。

中国探月元老、“人民科学
家” 叶培建院士多年呼吁开展
行星探测，他近期透露，我国将
探测火星、小行星和木星，实现
真正意义上的星际探测。

“天问系列”与已有10余
年历史的“嫦娥系列”渊源深厚，
不仅名称都取自中国传统意象，
工程上也有承续关系。嫦娥工程
是我国首个深空探测计划，中国
探测器首次离开地球轨道。“天
问系列” 则再次航向更远的星
球，开启行星探测时代。

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
务标识。

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着陆器悬停避障试验现场。 图 国家航天局

自古以来，火星给人神秘、
行踪不定的感觉，在中国，古人
称之为“荧惑”，它的运行速度
时快时慢，确实让人难以捉摸。

火星公转周期约为687天，
接近2个地球的回归年，这就导
致我们不可能每年都能见到火
星。具体来说，平均间隔约26个
月，火星才会再一次接近地球，
谓“火星冲日”。

明白这个道理， 就不难理
解为什么我们要隔一年才能发
射一次火星探测器， 这就是航
天工程上所说的“发射窗口”。

2020年的某一时段将是
“发射窗口”期，届时，火星和地球
将恰好与太阳来到一条直线上，
而且两者的距离会达到极近值，
这段时间如果将探测器送往火星
代价会比较小。

2014年美国航天局的“马文”号
和印度的“火星飞船”先后到达火星；
2016年欧空局ExoMars任务无人探
测器抵达火星；2018年美国航天局的
“洞察”号探测器成功着陆火星。

可以想见，2020年又将是一个“火星
大年”，各个航天大国、航天机构都在摩拳
擦掌，打算同台比拼。

目前已知的发射计划包括美国航天局的
“火星2020”火星车、欧空局的“罗萨琳·富兰克
林”号火星车、阿联酋的“希望”号轨道探测器。

中国行星探测任务命名为“天问（Tianwen）系列”，首次火星探测任务
命名为“天问一号”，后续行星任务依次编号。4月24日，第五个中国航天
日之际，备受关注的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名称、任务标识在2020年
中国航天日线上启动仪式上正式公布。

据悉，该名称源于屈原长诗《天问》，表达了中华民族对真理
追求的坚韧与执着， 体现了对自然和宇宙空间探索的文化传
承，寓意探求科学真理征途漫漫，追求科技创新永无止境。象
征“揽星九天”的任务标识，展示了独特字母“C”的形象，汇
聚了中国行星探测（China）、国际合作精神（Coopera-
tion）、深空探测进入太空的能力（C3）等多重含义，展
现出中国航天开放合作的理念。

首次火星探测任务是我国行星探测的第一
步。我国计划通过一次发射，实现火星环绕、着
陆和巡视探测三大任务， 这在世界航天史上
是第一次。火星探测任务将深化中国人对火
星乃至太阳系的科学认知，推进比较行星
学等重大问题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