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离开地球295天
天问一号走过的旅程

天问一号成功发射升空，正式开
启中国人自主探测火星之旅。

●7月23日

天问一号完成第一次轨道中途修正。

●8月2日

天问一号完成第二次轨道中途修正。

●9月20日

天问一号完成深空机动。探测器的
飞行轨道变为能够准确被火星捕获
与火星精确相交的轨道。

●10月9日

天问一号完成第三次轨道中途修正。

●10月28日

天问一号飞行里程突破3亿千米。

●11月17日

天问一号飞行里程突破4亿千米。

●1月3日

天问一号完成地火转移段第四次
轨道中途修正。

●2月5日

天问一号实施近火捕获制动，探测器
顺利进入环火轨道，成为我国第一颗
人造火星卫星，实现“绕、着、巡”第一
步“绕”的目标。

●2月10日

天问一号成功实施捕获轨道远火点
平面机动，将轨道调整为经过火星两
极的环火轨道。

●2月15日

天问一号在成功实施第三次近火制
动后，进入火星停泊轨道。

●2月24日

天问一号成功在火星着陆。

●5月15日

●2020年

●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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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何所沓？十二焉分？日月安属？列星安陈？”2000多年前，诗人屈原
仰望苍穹，发出“天问”。2000多年后，由此命名的天问一号探测器，在太空中
长途跋涉295天后，在火星乌托邦平原南部预选着陆区，完成了一次教科书式
的精准着陆，在火星上首次留下中国人的印迹，迈出了我国星际探测征程的重
要一步。

“火星上是否曾经存在生命？”“火星将来是否适合人类居住？”这是人类探
索火星的最重要动机之一。问题的答案，则需要通过对火星表面和近表面环
境的详细探测来获得。

而今，火星上的探测器正尝试告诉我们火星的过去和现在。同时，它们也
是人类寻求第二家园的先行者。我们相信，在不远的未来，人类将有能力亲自
前往这颗红色星球，并继续踏上探索更广阔的未知星辰大海之路。

火星，被认为是“地球的孪生兄弟”：平均赤道半径为3398千米，约为地球
的1/2；公转的周期是687天，约为2个地球年，质量是地球的11%，重力是地球
的1/3……但这也是一颗沙漠行星，地表沙丘、砾石遍布，没有稳定的液态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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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上述的“恶劣环境”，在宇宙层面其实算不得什么。
对于天问一号和祝融号来说，研究火星形貌与地质构造特征、表面土壤特

征与水冰分布、表面物质组成、大气电离层及表面气候与环境特征、物理场与
内部结构，是它们的主要任务，这也是火星探测的热门领域。

科学家希望，从这些领域获得足够多的成果，来进一步认识地球和太阳系的
形成与演化；另一方面，我们对火星了解越多，也越有把握踏上移民火星之路。

火星的内核已经熄灭了。随之而来的是磁场消失、大气散失。对于人类
来说，重启一颗熄灭的行星近乎神话，看不到任何可行性。无法重启火星，人
类也无法在火星上重新造出接近地球的大气。在这种情况下，移民火星，更可
行的方案是封闭式基地——类似电影《火星救援》所展现的那种。

从任何领域考量，移民火星，人类的科技水平还远远不足，工程中的未知
困难也难以预计。但这毕竟是人类走出母星、走出地月系统的重要一步。到
火星基地建成之时，深埋于火星沙尘之下的“祝融号”等先行者，将会是人类探
索史上最重要的文物。

“冥昭瞢暗，谁能极之？”屈原在《天问》中向人类和宇宙发出深沉叩问。我
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前行的脚步永不停歇。脚踏实地、自立自强，勇攀创新
高峰，不断为人类作出新贡献——这，就是新时代中国人最坚实有力的回答。

火星你好
中国来了

埃律西昂山

欧科斯火山口

火星极冠

盖尔撞击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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