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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天下·热追踪

俄方准备不足
搞砸了火星探测

美国宇航局11月10日宣布，美国
下一代火星车“好奇”号的发射准备
工作已进入最后阶段，将于本月25日
至12月18日之间择机升空。另据法新
社报道，“好奇”号登陆火星会为寻找
适合人类居住的环境进行一系列探
测研究。

据悉，载有“好奇”号火星车的
“宇宙神-5”运载火箭已在佛罗里达
州卡纳维拉尔角空军基地部署妥当，
正等着美国东部时间11月25日10时
25分(北京时间23时25分)第一个发射
机会的到来。与庞大“宇宙神”火箭相
比，小巧的“好奇”号更引人注目。

据悉，“好奇”号价值25亿美元，
大小与普通沙滩车相当，比以往发射
的火星车重900千克，车身也更长。由
于采用核动力驱动，“好奇”号能携带
更多、更先进的探测设备在火星表面
长时间工作。

火星科学实验室项目工程科学
家维斯维达将其称之为“火星科学家
的梦幻工具”。美国宇航局火星项目
负责人麦奎逊称，“这绝非你们父辈
时代的火星车，它是工程技术领域的
奇迹，是美国想象力、创新理念的最
完美产品。”

根据既定计划，“好奇”将于明年
8月份抵达火星，随后执行为期两年
的火星探测任务。“好奇”号的降落地
点选在火星陨石坑中一处5000米高
地附近的层状沉积物上，这里是众多
顶级科学家们经过 5年时间选出的
着陆点。这里含有黏土、硫酸且周围
存在沉积物形成的冲积扇区域，此类
物质和地貌的形成都与水有关。“好
奇者”将漫游其上并对远古环境采样
分析。

一旦“好奇”号在着陆点发现有早
期生命留下的有机物质，这一区域有
望在未来几十年内充当固定着陆点。
维斯维达指出，“好奇”号此旅涉及生
命探测任务，最终目的“是寻找火星上
的宜居环境”。显然，成功发射多个火
星探测器、火星漫游车后，美国的
火星探测项目已进入“居住环境考
察”这样的深入性研究阶段。以强
大的科技及经济实力为后盾，美国已
在火星上实现连续性、实质性的力量
存在，这势必有利于其日后获取更多
的利益和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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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怒批俄方准备不足

“福布斯-土壤”是俄罗斯自
1996年的火星探测计划失败以
来发射的首个深空探测器。同
样，搭乘顺风车的“萤火一号”也
是中国首个火星轨道探测器，其
重要性不言而喻。面对如此重要
的太空探索任务，俄罗斯方面的
准备工作却并不到位。

根据预定计划，两国火星探测

器先由运载火箭送入太空，随后俄
方探测器应依靠自身动力开始远
航，最终到达火星轨道释放“萤火
一号”。中俄探测器分手后，“福布
斯-土壤”将飞往“火卫一”采集岩
石和土壤样本并返回地球。然而

“福布斯-土壤”脱离运载火箭后却
未能点火，一直在近地轨道兜圈
子。俄联邦航天署、欧洲航天局多

次遥控解救均告失败。
俄罗斯《航天新闻》杂志评

论员利索夫指出，目前采取的各
种补救措施都是“临时抱佛脚”。
他透露，“地面监控站天线的转
弯速度很慢，目前无法跟踪处在
近地轨道上飞行的探测器，而负
责发送指令信号的地面站是在
探测器发射前匆忙投入使用的，

其工作性能值得怀疑。”
俄国家杜马信息政策委员会

成员波诺马列夫指出，“福布斯-土
壤”探测器发射失败再次表明整个
俄罗斯航天系统“已陷入分崩离析
的状态”。他提醒说，“已经不是第
一次犯类似错误了，前不久发生的
大型通信卫星发射失败就已为这
次事故埋下伏笔。”

○中国“搭车”遭遇风险

继成功发射了多个探测器、
火星车之后，美国最新型火星车

“好奇”号将于美国时间本月25
日升空；欧洲航天局发射的“火
星快车”探测器已于2003年12月
成功飞抵火星，虽然其发射“猎
兔犬-2”号登陆器着陆火星后失
去联系，但“火星快车”至今仍在
坚持执行探测；日本继1998年火
星探测计划失败后，又打算在
2020年前后再发射火星探测卫

星……这些动作足以表明，即使
存在失败风险，航天强国仍在竞
相落脚火星。对此，中国自然没
有裹足不前的理由。

为赶上探测火星的大趋势，
中俄两国航天机构于2007年签
署合作协议，共同探测火星及其
卫星。可以说，这是中俄在火星
探索领域进行深度合作的一次
有益尝试。

事实上，类似的国际间太空

合作并不少见。据中国航天问题
专家、《国际太空》杂志执行主编
庞之浩透露，“这次由俄罗斯火
箭发射升空的，还有美国和芬兰
的火星探测器”。另外，欧洲的

“火星快车”也是由俄“联盟”号
运载火箭发射的。

专家指出，这种“搭顺风车”的
太空合作模式有利于各国航天资
源的优势互补及合理化利用，尤其
适合火星探测这样的远距离、高成

本的太空探索任务。考虑到中国大
推力火箭尚在研发之中，与俄罗斯
合作不失为明智之举。

由此可见，中国“搭顺风车”
的火星探测模式在大方向上是
完全正确的。不过，火星之旅漫
长且复杂，某一环节出问题就可
能牵一发而动全身，影响整个计
划的实施。作为此次火星探测计
划的参与者，中国难免要同合作
者一道承担任务失败的风险。

○西方唱衰中俄太空合作

“福布斯-土壤”发生故障后，
美英等西方媒体不失时机地做起
了“唱衰文章”。英国《每日邮报》报
道称，俄航天部门几乎已放弃拯救
价值1亿英镑的“福布斯-土壤”探
测器。探测器电池耗尽后，将与其
携带的12吨有毒燃料“以不受控制
的方式返回地球”。文章称，俄罗斯
人希望探测器坠落期间燃料保持

液态，能在穿越大气层时爆炸，不
要给地球造成伤害。

然而，前美国航天局专家奥伯
格认为，这些燃料可能会凝结成
冰，在探测器重返大气层时存留下
来，一旦遭受撞击就会导致环境灾
难。奥伯格认为，这个俄罗斯探测
器可能成为“史上最毒的坠毁物”。

《每日邮报》还在文章中极力

渲染俄航天计划的暗淡前景。报道
称，在经历了20多年的失败后，俄
罗斯原本希望凭借“福布斯-土壤”
探测器东山再起，“现在看来，俄罗
斯的失败仍在继续”。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网站的
报道称，“福布斯-土壤”失利让
俄罗斯人的心情很沉重，而“中
国将自己第一个火星探测卫星

‘萤火一号’托付于此次任务，也
会感觉十分失望”。

不过，此次事故确实会对俄
罗斯以及中国的火星探测计划
造成不良影响。与此同时，探测
器上的有毒燃料也存在污染地
球的可能性。因此“福布斯-土
壤”探测器的最终命运应为国际
社会所密切关注。

○专家呼吁向中国学经验

鉴于此次中俄合作探测火
星已失败，俄国内传出不少反
思 的 声 音 。据 俄 新 网 1 3 日 报
道，独立专家卢卡舍维奇认为，
如果俄罗斯打算探索外太空，
那么必须在地球静止轨道部署
至少两到三个通信转发器 (中
继卫星)。

另外，卢卡舍维奇认为像中

国一样组建航天测控船队也是
必不可少的。他说：“中国拥有三
套或四套舰载通信转发器，我们
剩 下 的 同 类 装 备 没 有 一 个 管
用”。此番表态说明，“福布斯-土
壤”带来的教训已让俄罗斯认识
到自己在测控领域的“技术短
板”。

俄罗斯国际文传电讯社11

日援引俄航天部门人士的话说，
鉴于“福布斯-土壤”项目失败，
俄罗斯将调整计划，“下一步可
能 会 将 探 月 视 作 更 可 行 的 项
目，因为通过探月完善星际探
测器技术的思路更为合理”。可
见，在太空战略方面，俄罗斯可
能会进行大幅度调整，通过探
月计划打好基础再奔向更深远

的星空。
不可否认，“福布斯-土壤”

失败对中国的太空探索项目造
成了直接影响，但对中国航天战
略整体性发展冲击不大。目前，
中国的探月工程、载人航天工
程、太空飞行器对接项目进行得
相当顺利，大推力运载火箭也在
紧锣密鼓地研发当中。

“我认为，‘福布斯-
土壤’探测器已经搞丢
了！”俄航天部队前专家
乌瓦洛夫少将的一句话，
让俄罗斯航天署的工作
人员更加心灰意冷。11月
9日晚，“天顶-2SB”运载
火箭搭载着俄“福布斯-
土壤”火星探测器从拜科
努尔发射场呼啸升空，与
其一道奔向火星的还有
中国“萤火一号”探测器。

然而，由于俄方探测
器在太空点火失败，滞留
近地轨道，多次挽救措施
目前均告失败，中国首次
火星探测行动将流产，

“萤火一号”可能因不受
控制地坠落地球而被导
弹击毁。

美国>>

用梦幻探测器

占领火星

“萤火一号”与火星。（假想图）

“好奇”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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