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 2020年7月24日 星期五
星级编辑蔡富根 组版胡燕舞 校对刘 军

中国热点

据新华社电（记者胡喆 周旋）“圜则九重，孰营

度之？”2020年7月23日12时41分，我国在海南岛东

北海岸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用长征五号遥四运载火

箭将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探测器发射

升空，飞行 2000 多秒后，成功将探测器送入预定轨

道，开启火星探测之旅，迈出了我国自主开展行星探

测的第一步。

探测器将在地火转移轨道飞行约 7 个月后，到达

火星附近，通过“刹车”完成火星捕获，进入环火轨道，

并择机开展着陆、巡视等任务，进行火星科学探测。

对宇宙千百年来的探索与追问，是中华民族矢志

不渝的航天梦想。从古代诗人屈原发出的《天问》，到

如今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被命名为“天问一号”，太

空探索无止境，伟大梦想不止步。

首次火星探测任务新闻发言人、国家航天局探月

与航天工程中心副主任刘彤杰表示，此次火星探测任

务的工程目标是实现火星环绕探测和巡视探测，获取

火星探测科学数据，实现我国在深空探测领域的技术

跨越；同时建立独立自主的深空探测工程体系，推动

我国深空探测活动可持续发展。

“此次火星探测任务的科学目标，主要是实现对火

星形貌与地质构造特征、火星表面土壤特征与水冰分布、

火星表面物质组成、火星大气电离层及表面气候与环境

特征、火星物理场与内部结构等的研究。”刘彤杰说。

我国火星探测作为开放性科学探索平台，包括港

澳地区高校在内的全国多地研究机构积极参与研制

过程，并与欧空局、法国、奥地利、阿根廷等组织和国

家开展了多项合作。

此次火星探测任务于2016年1月经党中央、国务

院批准立项，由国家航天局组织实施，具体由工程总

体和探测器、运载火箭、发射场、测控、地面应用等五

大系统组成。

国家航天局探月与航天工程中心为工程总体单位，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所属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

院抓总研制运载火箭系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所属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和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抓总

研制探测器系统。中国卫星发射测控系统部负责组织

实施发射、测控。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抓总研制地

面应用系统，负责科学数据接收、处理、存储管理等工作。

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正式启航

“天问一号”探测器成功发射

7月23日，长征五号遥四运载

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

升空，实施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

（天问一号任务）。

□ 新华社记者 才扬/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