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
2018年11月28日 星期三
星级编辑蔡富根 组版王贤梅 校对刘 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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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

“洞察”号火星
探测器小档案
“洞察”号这个名字来源于探测

器英文名称“通过地震调查、测地学

及热传导实施内部探测”的首字母

缩写。从名字可以看出，“洞察”号

主要任务是了解火星的内部结构及

火星震等活动，这是美国火星无人

探测项目的重要部分。

“原地不动”是“洞察”号区别于

“勇气”号和“机遇”号等火星车“前

辈”的独特之处。“洞察”号的大部分

科学任务将通过原地的钻探实验完

成，长时间固定在同一位置有助于

探测器准确搜集大量科学数据。

此次“洞察”号的着陆地是火星

艾利希平原。选中这一地区是基

于着陆安全以及确保能源供应等

方面的综合考虑。科学家表示，这

里没有太多的岩石，也很少刮狂

风，相对安全。此外，这一地区光

照充足，可以保证探测器的太阳能

板能持续提供能源。“洞察”号配备

两个圆形可折叠太阳能板。

“洞察”号有“三条腿、一根手

臂”，展开后着陆器宽约６米。着

陆器是“洞察”号的核心部分，在火

星上的所有探测活动都将由它来

完成。

“洞察”号搭载了３部主要科

学仪器，分别是地震测量仪、温度

测量装置以及“旋转和内部结构实

验仪”。

可防风的地震测量仪灵敏度极

高，足以“感知”尺度为氢原子半径

的地面运动，记录“火星震”或陨石

冲击所引发的震波；温度测量装置

可通过锤击到达火星地下３米或

更深处，测量火星内核释放的热

量；而“旋转和内部结构实验仪”可

通过火星与地球间的无线电传输，

来评估火星绕轴旋转产生的扰动，

用以提供火星内核大小的线索。

“洞察”号是第一个致力于研

究火星深层结构的探测器，它搜集

到的火星内核结构的信息将有助

于增加人类对包括地球在内的所

有岩态行星的起源及早期演化的

认识。 □ 据新华社

人类对太空的探索从未停止，尤其对“近邻”火星，美国太

空探索公司(SpaceX)CEO马斯克还提出了把人类送上火星

的“火星计划”。虽然移民火星不知何日能实现，但有一位火

星探测“新兵”，刚刚把“你的名字”带到这颗红色星球，让你

“火星留名”！

北京时间27日凌晨，在飞行了近7个月后，美国国家航

天局(NASA)的“洞察(InSight)”号探测器成功登陆火星，它随

身携带存有逾200万名太空粉丝姓名的微芯片，其中至少20

多万人来自中国。 □据中新社

26万中国人免费“游”太空
别看现在“洞察”号探测器登陆火星风光无限，实际上，它

最初的发射并非一帆风顺。

它原计划在2016年3月发射，但由于携载的科研仪器出

现了密封性问题，发射拖到了2018年，“身价”也由原本的6.75

亿美元飙升至9.93亿美元。这一推迟，倒成全了更多太空爱好

者。因为NASA老早就发起了“征集姓名上火星”的活动，当时

有80多万人报名。而在推迟发射的那段时间里，NASA再次

征名，搭车奔赴火星的粉丝姓名也增加到了240万个。

其中包括26万名来自中国的太空粉丝，他们的名字都存

在一张小小的芯片上，由“洞察”号带到火星。这些幸运儿也

以这种免费的方式实现了“太空旅行”的梦想。

量体温，测脉搏——火星将全面“体检”
探测火星的任务听上去十分深奥，但实际上“洞察”号只

是承担了类似“老中医”的工作，听一听火星的心跳，量一量火

星的脉搏，测一测火星的温度。火星诞生 45 亿年来，还是第

一次进行这样详细的身体检查。

而实施“体检”的设备，主要有三台：

——“内部结构地震实验仪”(SEIS)测“脉搏”，对火星地

震和地质活动进行监视。

——“热流和物理学特性探头”(HP3)量“体温”。这枚

“体温计”长46厘米，将在大约5米深的火星土壤深处测量内

部热量等。

——“自转和内部结构实验仪”(RISE)测量火星运动。

RISE 利用火星与地球之间的无线电传输检测火星自转的晃

动，这种晃动将为研究火星内核的大小提供线索。

NASA计划把SEIS和HP3永远安置在火星上，届时会用

机械臂将设备从探测器着陆器舱内取出，安在火星表面。整

个过程被形容像是“抓娃娃”。

当然，为火星“把脉”并不是件容易事。想要探听火星的

“心声”，“洞察”号需要承受巨大的昼夜温差变化。它还要对

抗遮天蔽日的沙尘暴，此前沙尘暴曾造成有着15年探测经验

的“机遇号”失联。

安静搞研究的“时光机器”
自从1960年前苏联发射“火星1号”探测器，人类已经对

火星探索了58年，但无论是“勇气号”拍摄的照片，还是“好奇

号”采集的样本，人们对火星的了解始终“浮于表面”，“洞察”

号将首次探索这颗红色星球的内部结构。

虽然要深入探究火星，但与它的前辈相比，“洞察”号会表

现得更为“深沉”。这是因为，为了精确地了解火星内核的大

小与构成、火星内部温度、地震活动等，大部分时候“洞察”号

会“原地不动”搞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在执行探测火星的任务外，“洞察”号还承

载着“时光机器”的使命。火星就像是一个“化石”星球，探测它

“内心”的奥秘有助探索太阳系中类地行星的起源与演化过程，

从而推动对地球、金星和水星，甚至月球的研究。

NASA还表示，“洞察”号团队的研究可能有助于人类搜寻

与地球相似的系外行星，缩小可能存在外星生命的行星范围。

人类离移民火星更近了吗？
几十年来，人类一直对火星充满好奇，这颗红色星球的神

秘并没有阻止人们对它浪漫的想象。

NASA 曾发表计划，在本世纪 30 年代让人类登陆火星。

今年 7 月，科学家在火星观测到液态水湖。电影《火星救援》

中“上火星种土豆”的情节似乎离我们不远了。

虽然“洞察”号的寿命并不长，只有一个火星年(两个地球

年)。但两年后，人类将迎来探测火星的一个小高潮：

——美国将发射“2020火星车”，寻找古代火星存在生命

的迹象；

——欧洲空间局计划发射ExoMars 漫游车，研究火星地质学；

——中国计划发射火星探测器“萤火二号”，包含一个可

以移动的火星漫游车和在轨运行的轨道器；

移民火星能否实现？也许，那时，我们会有更明确的答案。

地球与火星的体积对比

“洞察”号传回的火星首张照片

托“洞察”号的福
26万中国人免费“游太空”

登陆火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