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确保后续任务的
顺利，‘天问一号’到达火
星后，还要对预选着陆区
乌托邦平原的地形地貌
进行详查、对进入火星的
飞行走廊气象进行观测，
以免着陆火星时遇到沙
尘天气，经风险评估后，
在5月到6月择机着陆火
星，进行巡视探测。”全国
政协委员、中国航天科技
集团有限公司科技委主
任包为民说。

“天问一号”计划于
5月到6月择机着陆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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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4日，国家航天局发布3幅由我
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探测器
拍摄的高清火星影像图，包括2幅全色图
像和1幅彩色图像。

全色图像由高分辨率相机在距离火
星表面约330千米至350千米高度拍摄，
分辨率约0.7米，成像区域内火星表面小
型环形坑、山脊、沙丘等地貌清晰可见，据
测算，图中最大撞击坑的直径约620米。
彩色图像由中分辨率相机拍摄，画面为火
星北极区域。

一个疑问
火星照为何有的黑白有的彩色？

2 月 26 日起，“天问一号”在停泊轨
道开展科学探测，环绕器高分辨率相
机、中分辨率相机、矿物光谱仪等科学
载荷陆续开机，获取科学数据。环绕
器上的高分辨率相机配置两种成像探
测器，能够实现线阵推扫和面阵成像，
对重点区域地形地貌开展精细观测。
中分辨率相机具备自动曝光和遥控调
节曝光功能，能够绘制火星全球遥感影
像图，进行火星地形地貌及其变化的
探测。

为什么有的火星照是黑白的，有的
是彩色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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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白还是彩色照片
与拍摄模式有关，高分辨率相机的照
片，是探测器在大椭圆轨道上运行时，
采用线阵推扫的方法拍摄而成的，分为
全色、彩色、自定义等模式，其中全色

（即黑白）图像最为清晰，数据量最大，
科学价值最高。彩色图像清晰度是全
色图像的四分之一，全色和彩色模式的
图像融合处理后，就会得到既清晰又美
观的彩色图。

何时着陆？
将在5月到6月择机实施火星着陆

“中分辨率相机只有静态拍摄模式一
种，就是用‘凝视’拍摄模式，让相机一直
对着某个区域‘凝视’，整体分辨率会相对
低一些。”刘彤杰说。

“这是中国首次拍摄的近景火面图
像。”据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航天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科技委主任包为民介绍，火星探
测之路可谓险象环生，我国首次火星探测
任务起步虽晚，但起点很高、难度也很大，
计划一次实现对火星的“绕、着、巡”三种
探测。

“为确保后续任务的顺利，‘天问一号
’到达火星后，还要对预选着陆区乌托邦
平原的地形地貌进行详查、对进入火星的
飞行走廊气象进行观测，以免着陆火星时
遇到沙尘天气，经风险评估后，在5月到6
月择机着陆火星，进行巡视探测。”包为民
4日在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首场“委
员通道”上说。

观察火星
“火眼金睛”是如何“炼”成的？

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
探测器发射升空以来，已飞行200多天。
3 月 4 日，国家航天局发布 3 幅“天问一
号”探测器拍摄的高清火星影像图，其中
2 幅全色图像由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
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研发的火星高分辨
率相机拍摄。

日前，记者走进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
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采访火星高分辨
率相机研制项目团队，探秘这一用来细致
观察火星的“火眼金睛”是如何“炼”成的。

“高分辨率相机是火星探测器的重要
载荷。”高分辨率相机主任设计师董吉洪
说，此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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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高分辨率相机搭载在环绕器上，
主要用于对火星表面进行成像。

董吉洪说，火星高分辨率相机如同火
星探测器的眼睛。“炼”就这双“慧眼”，是
光学、机械、热控、电子学、软件等多学科
共同协作的结果。

比如，在光学系统方面，相机采用了
长焦距大视场离轴三反光学系统，成像分
辨率可达到亚米级，相当于站在长春可以
观测分辨出沈阳街道上行驶的车是两厢
还是三厢。

再比如，为了使这双“眼睛”质量轻且
具有高稳定性，高分辨率相机采用全碳化
设计理念，应用碳化硅反射镜、碳纤维桁
架、实现了结构的超轻量化设计，整机质量
仅43千克。热控系统主要是保障设备元
器件的工作环境温度，就像给“眼睛”戴上

“保温眼罩”。即使在深远的外太空，相机
的工作环境温度也能保持在十几摄氏
度。电子学组建的“神经网络”，负责传输指
令，控制捕捉静态照片或动态视频，还能自
动调光，减少人为操作产生的误差……

副主任设计师王栋说，更牛的地方在
于，这双“眼睛”可以实现图像智能筛选。
由于这台相机分辨率高，成像数据量大，
限制了图像传输速度。通过智能筛选功
能，相机可以自动提取有价值的图像内
容。“比如看足球场，相机能自动判断并识
别出信息价值量更大的球门，将球门附近
的图像传回控制中心。”

“炼”就这双“眼睛”属实不易。团队
于2016年4月正式启动火星探测高分辨
率相机研制任务。3年多的时间里，团队
几乎没时间休息。而承研这一重大科研
任务的团队，只有 30 余人，平均年龄 35
岁左右。

“‘天问一号’离不开用‘眼睛’看清红
色的星球。能够参与研发制造这双‘眼睛’
是我的荣幸，再累也值得。”团队成员、项
目质量师李杨说。 据新华社

◀这是国家航天局公布的
“天问一号”拍摄的高清火星
影像图。 新华社发

◀3月4日，国家航天局发布由我国首次
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探测器拍摄的
高清火星影像图。 新华社发

记者 4 日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
公司获悉，AG600 项目研制加速推进，
001架机在成功完成陆上、水上、海上首
飞之后，于3月4日在湖北荆门漳河机场
完成灭火任务系统首次科研试飞，飞机状
态良好。目前，AG600 飞机全面进入投
水功能验证阶段，并将于年内完成投水灭
火试验。

投水功能试飞验证，是为了检查飞机
灭火任务系统的工作情况和飞机在投水

过程中的响应特性，有效验证灭火任务系
统总体设计方案的合理性，为后续灭火任
务系统及飞机使用模式的制定提供试飞
数据参考；同时，通过飞行员实际的投水
飞行试验，对飞机投水灭火飞行程序进行
初步评价，为后续合理制定飞机的投水灭
火飞行程序提供依据。

AG600 飞机 001 架机于 2016 年完
成总装；2017年12月24日在广东珠海金
湾机场顺利完成陆上首飞；2018年10月

20 日，又在湖北荆门漳河机场完成了水
上首飞。2020年7月26日，AG600飞机
001 架机在山东青岛团岛附近海域成功
实现海上首飞，进一步验证了其海上相关
性能，为其后续进行特定环境下的应急救
援工作做好了准备。 据新华社

◀去年7月26日，国产大型水陆两栖飞
机AG600成功进行海上首飞。

新华社发

国产大型水陆两栖飞机AG600又有新消息

全面进入投水功能验证阶段

“天问一号”
传回高清火星照
酷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