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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历史上最极端的工程项目恐怕将在火

星上展开。过去几十年间，各种各样的方案浮

出水面，欲将距离地球最近的邻居变成更适于

人类居住的地方，也就是火星地球化。

火 星 环 境 地 球 化 工 程 的 规 模 将 无 比 庞

大——科学家可能会改变彗星运转轨道，令其

撞击火星以带来海洋所需要的水浇灌水藻，提

高火星大气中的含氧量。

此外使火星升温也是必须的改造步骤之

一，而让一个行星升温的最好办法莫过于使用

“超级温室气体”。 有研究者提出，可以在火星

上建造一些特殊的化工厂，排放“超级温室效应

气体”使火星升温。其他方案还涉及将几面巨

大的镜子安设在地球轨道，将阳光折射到火星

极地冰盖，从而释放出液态水和二氧化碳气体，

启动温室效应。

早期地球与现代火星在大气层上的相似性使

得一些科学家做出推断，地球大气层从几乎全部

是二氧化碳转变为可供呼吸的空气这一过程可以

在火星上得到重复。要想达到这一目的，需要使

火星大气层增厚并营造温室效应以升高行星的温

度，从而提供一个适宜动植物生存的环境。

火星环境地球化的初级阶段需要几十年甚

至上百年。将整个星球改造为类似于地球的居

住地可能需要数千年的时间。有些人甚至认为

这样一项工程将持续数百万年。

火星未来时
现在把地球“变成”火星

是为了将来能把火星变成地球

寒冷，干燥，砾石遍布，大气稀薄，火星是一

个荒凉、死气沉沉的星球，但人类现在却对这些

充满了兴趣。

火星是除了地球以外目前人类了解最多的

行星，已经有超过 30枚探测器到达过火星，它们

对火星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并向地球发回了大

量数据。根据这些数据，科学家们通过各种方

法来模拟火星的环境，测试火星登陆设备，培养

火星宇航员。人类希望如果有一天，真的登上

这颗红色的星球，不会对这里的一切感到陌生。

环境模拟
探路火星的必修课探路火星的必修课

长约 30米、宽约 13米，气温零下 63摄氏度，

氧气稀薄，所有内部表面都被漆成红褐色，地面

还铺设了 300吨沙子。

这个位于英格兰东部赫特福德郡斯蒂夫尼

奇的火星任务模拟场，由空中客车集团旗下空

客防务与空间部门建造。“火星场”内所有设计

都尽可能接近真实的火星地貌，此外，场内还陈

设了一幅巨大的火星地貌壁画。

欧洲航天局科学与机器人探索主任阿尔瓦

罗·希门尼斯表示：“类似这样的设施能够让我

们研发先进的导航系统，‘教授’火星车如何在

这颗红色星球上自主行进。”据称，欧洲的新一

代火星车 ExoMars将在这里进行测试实验。

在设计上，ExoMars能够在一天内自主行进

约 70 米，无需地面控制中心进行导航。Exo-

Mars 将在火星场接受测试，帮助负责导航和控

制的研究小组了解自治导航系统的性能并最终

敲定这一系统。

有消息称，ExoMars 预计于 2018 年发射，

2019年 ExoMars登陆火星后，火星场仍将继续服

役，便于工程师在地球上进行模拟，解决ExoMars

遇到的任何问题。ExoMars火星车的制造工作将

于2015年初启动，在此之前将首先在斯蒂夫尼奇

建造一个先进的绝对无尘室。空客防务与空间

部门负责人科林·佩恩特表示：“火星场让我们在

顺利发射的道路上又往前迈进一步。”

火星进行时
空客火星场：300吨沙子模拟火星地表

它的外观不是特别引人注目：一个直径小

于 1米、大约 1.5米高的金属圆筒，周围围绕着不

同的仪器、电线和管子，顶部伸出一个带有一个

门的小气缸，在其底部有一个托盘可以放置样

品。蓝色涂层是氯丁橡胶，一种廉价而有效的

材料，可以保持其内部恒定的温度。除此之外

还有用铝箔覆盖以保持内侧热度的区域。

设计这台机器的三位科学家之一何塞·安

赫尔·马丁加戈说：“它看起来像一个巨大的不

锈钢锅。”据西班牙媒体 3 月 26 日报道，这个被

命名为“火星”的“不锈钢锅”是在马德里附近

的行星环境模拟天体生物学中心实验室中，用

于模拟火星环境的特殊设备。

研究人员称，希望能做一个功能强大的实验

舱，可允许不同研究人员用任何类型仪器测试火

星的大气条件。在这个装置内，气压不到地球大

气压强的 1%，气温在 150摄氏度和零下 165摄氏

度之间，空气中95%的成分是二氧化碳。

“火星锅”的一项重要用途是繁殖与火星上

类似的尘埃。灰尘在地球上不值一提，在火星

却能致命。火星灰尘多为硅酸盐，被人类吸入

肺中能变成有毒的化学品。另外，灰尘颗粒极

其微小，在火星稀薄、干燥的大气中四散飞扬，

氧化铁等磁性尘埃很容易附着在来自地球的火

星探测器上，影响正常工作，对过滤装置提出了

极高的要求。于是，科学家制造出仅有 63 微米

宽的尘埃，随机散播在机器内，模拟火星环境，

用于测试准备飞赴火星的探测装置。

迷你“火星锅”：繁殖类似火星尘埃

这里是地球最寒冷、最黑暗以及拥有最极

端气候的地方。室外温度曾降到零下 80℃甚至

达到零下 99.9℃。

位于南极中央的肯考迪娅基地，在这里的

工作人员从事的火星模拟任务的工作，研究如

何让载人火星任务取得成功。这里地理位置偏

远，环境非常恶劣，这份工作也被誉为世界上最

孤独的工作。

肯考迪娅基地由法国和意大利合作运营，

该基地由两座圆柱形三层高塔构成，目前共有

13 名工作人员，英国研究人员库玛负责为欧洲

航天局的载人太空飞行计划研究与世隔绝的环

境将对人的生理和心理产生何种影响。这种研

究将为未来制定载人火星任务提供参考，尤其

是确保宇航员安全返回。

这里的工作人员从 2月份已经与外界隔绝，

整个冬季都没有来自外界的补给，且无论任何

紧急事件都无法离开基地。基地里的人员必须

团结合作，自行解决所有问题。

在肯考迪娅基地进行的研究显示，未来执

行火星任务的宇航员除了需要拥有强壮的体魄

外，还需要具备富有弹性的心理素质。他们需

要将精力专注于探索任务，而不是自己所处的

与世隔绝的环境。

根据库玛的经验，在肯考迪娅基地这样与

世隔绝的环境，人必须处于忙碌状态，将每天的

日程安排的非常紧凑，让自己没有太多时间思

考自己所处的环境。这种做法能够在很大程度

上保持健康的心理状态。如果情况刚好相反，

人最终会失控，导致心理崩溃。

训练“火星人”：南极是个好地方

在一艘宇宙飞船模型里，6 位志愿者用 250

天模拟飞向火星，接下来的一个月“登陆”火星

并开展科学实验，最后用剩下的 230 天左右“返

回”地球。 在密闭的空间里长期承受着压力生

活工作，到底会对人的精神和身体造成怎样的

影响？这就是“火星 500”想要回答的主要问题。

这项耗资 1500万美元的实验由欧洲航天局

和俄罗斯生物医学问题研究所合作开展。2011

年 11 月 4 日，6 位志愿者顺利完成实验走出舱

门，其中包括一位来自中国的志愿者王跃。

在 550立方米的实验舱，属于王跃个人的空

间只有 3.4 平方米的卧室，包括一张床、一张桌

子，墙壁上醒目地挂着一张杨利伟的照片。在

火星 500 试验乘组中，王跃的角色是载荷专家，

在舱内除按计划完成试验工作外，还负责中方

参试项目的数据采集、传输、设备维护等工作。

来自国内的试验队表示，实验的 520 天积

累的大量研究信息表明，密闭环境下人的自身

极限能力数据有了新的突破。研究人员并初

步获得了对长期密闭环境中人体整体功能状

态的中医辨证、人体生物节律和氧化应激的规

律性认知。

“火星500”：中国航天人担任载荷专家

近日，南非的科技部长宣布南非射电望远镜阵（MeerKAT）首批 64

座天线中的第一座完成对宇宙的观测，MeerKAT射电阵是世界最大射

电望远镜“平方千米阵（SKA）”的前期工程，其中英国的科学家将参与

射电望远镜阵的核心建设，并将最新的技术应用于该望远镜阵。

MeerKAT射电阵列属于厘米波射电望远镜，该项目建成后将被纳入世

界上最大的射电望远镜“平方千米阵”中，此外欧洲的 LOFAR 低频望

远镜阵和澳大利亚的观测站也将被纳入这个全球性的观测网中，共同

对宇宙进行观测。

南非在 MeerKAT 望远镜阵中已经投入了 3亿美元，全部阵列有 64

座射电望远镜组成，这将是南半球灵敏度最高的望远镜。

平方公里阵是人类史上建造的最大规模射电望远镜，共投资达到

20亿美元以上，由接近 3000 个直径 15米的射电天线组成，其建设的目

的在于研究宇宙极早期的问题。该望远镜分布在澳大利亚与南非，两

个国家共同建设这个超级规模的望远镜阵，其中望远镜的主体将建设

在南非，其中包括了大部分的射电天线。

南半球最强

射电望远镜

试运行

“Juggernaut”这款售价 2500美元的“重型”自行车，显然不是你常见

的普通自行车，它可在雪地和冰面上自如骑行，并能轻松穿越路边石，

甚至可以爬台阶。发明这种自行车的父子称，它的两个前轮使这款自

行车的稳定性更好。

打造 Juggernaut的公司说：“三轮为骑车人提供了更好的稳定性，不

过直立姿势骑行会更有效。不用任何特殊技能或练习，骑车人就能更

平稳地在路边石和台阶上骑行。由于该车的两个前轮的间距足有肩

宽，而且拥有前悬架，因此骑车人能像骑普通自行车那样倾斜转弯。”

该公司称，一次用带有冲浪架的自行车带着冲浪板去当地海边冲

浪，他们必须下车推着自行车上楼梯，穿过很深的沙地，那次经历促使

他们提出了这个大胆想法。

三轮自行车问世

能爬楼梯穿沙滩

售价2500美元

据英国《连线》杂志 3月 31日报道，日本一位名叫 Yuma Kano的设

计师设计出一种笑脸螺丝钉，钉子的凹槽部分是一个笑脸的形状，用配

套的螺丝刀便可轻松使用。该发明让上螺丝也变得欢乐有趣。

他与一家月产螺丝钉逾百万枚的家具公司一起开发了此款笑脸螺

丝钉。据悉，普通螺丝钉的顶部是用模具生产的，但笑脸螺丝则需要一

个个地雕刻。准确地把握螺丝帽上的表情，尤其是眼部凹槽的深度和

宽度是非常难把握的。目前，他只制作出了一些笑脸螺丝钉作为模型，

但也计划制作更多的笑脸螺丝钉以作为艺术装饰，直至批量生产。

日设计师研发

“笑脸”螺丝钉

小工具也能有趣味

世界最高摩天轮 3月 30日在美国内华达州“赌城”拉斯维加斯首次

试运行，当天上午 11点半，当地举行仪式庆祝这个高约 168米的摩天轮

正式完工。

据悉，这座摩天轮名为“疯狂转轮”，投资 5.5亿美元，位于拉斯韦加

斯大道凯撒皇宫附近。它将比英国伦敦的“伦敦眼”摩天轮高 30米，比

中国“南昌之星”高 9米，比新加坡“飞行者”高 2.7米。

报道称，人们在这个摩天轮上坐一圈花费时长约 30 分钟，票价为

白天 24.95美元，晚上为 34.95美元。整个摩天轮拥有 28个全玻璃封闭

和空调座舱，一个座舱最多可以容纳 40人。

不过，“疯狂转轮”的第一高度头衔可能维持不了多久。2012年纽

约市政府宣布建造约 190.5 米的摩天轮，每年可运载 450 万名观光客，

预计该项目将在 2014年初破土动工，2015年底落成开幕。

最高摩天轮

拉斯维加斯运营

坐一圈30分钟

南粤大地乌云密布，电闪雷鸣,一波波强雷

雨带从西到东袭击广东，冰雹、雷雨大风、短时

强降水等同时突袭广东。

据新华社报道，3月 27日到 31日，南方出现

暴雨强对流天气，广东、广西有 32站日降水量突

破 3 月历史极值，11 站日降水量超过 150 毫米。

从 31 日夜间开始，本轮席卷华南的暴雨强对流

天气已经减弱。但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目前

平静的天气不会维持太久，自 2 日起，新一轮强

降雨将袭击华南，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也会

频频出没。

冷暖交锋引发三月暴雨

广东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林良勋接受媒体

采访时说：“这次暴雨范围极其之广，广东省有

13个市、约 7.7万平方公里的地方出现了雷雨大

风、强降水和冰雹等天气，广州市一天之内出现

两次冰雹。这也是广东省前汛期十年以来，首

次同时出现大范围强降水、雷雨大风、冰雹和短

时强降水等多灾种天气。”

此次全省范围的雷雨大风使得广东在3月30

日达开汛条件，比往年开汛平均时间早了7天。数

据显示，历史上出现这种集中开汛的情况共有 5

年，分别为1965、1974、1982、1987和2002年。

专家表示，出现强降水的主要原因是随着

和煦的春风，暖空气势力逐渐增强，积聚了大量

的水汽和不稳定能量，当高空有北方冷空气南

下时，冷暖空气在江南和华南地区交汇，释放出

不稳定能量，增强了对流运动，导致空气中的水

汽大量凝结降落，产生大范围的强降水。空气

对流运动的增强还会导致部分地区出现雷电现

象。雷电是一种大气放电现象，同时也反映了

空气对流旺盛。

鸭蛋大小冰雹广东罕见

在雷雨天气的同时，5 个市出现了冰雹天

气，广州市气象台更是发布了自 2006 年新的预

警信号发布标准实施以来的首个冰雹橙色预警

信号。其中，云浮录得的冰雹直径达到 5 厘米，

约有鸭蛋大小，这在广东比较罕见。

林良勋解释，冰雹是由强对流天气系统引

起的一种剧烈的天气现象，主要由冷暖空气不

断交汇、高空不稳定波动触发产生。对于“由于

城市的热岛效应，不易形成冰雹天气”的说法，

林良勋表示，城市热岛的影响主要集中在近地

面层，而冰雹主要在温度为 0 度以下的高空产

生，目前还没有明确的证据能够证明冰雹形成

与城市热岛有直接关系。

根据深圳气象局记录，深圳在这次强对流

天气中，并没有下冰雹而是出现了霰。广东省

气象台首席预报员伍志方解释了冰雹与霰的区

别，他表示，根据《大气科学名词》，霰的定义为：

由白色不透明的球形或锥形颗粒组成的固态降

水，一般而言，霰为直径约 2—5mm 的小冰粒，

冰雹为直径大于 5mm的冰粒子。

强对流天气发生最好宅在家

如何在强对流天气面前做到有备无患，保

护好自身的安全？专家提醒，公众在看到雷雨

大风预警信号，特别是冰雹预警信号的时候，尽

量不要外出，留在家中。在户外遇到冰雹要立

刻躲进牢固的建筑物里。行驶中的汽车要尽快

驶入有遮挡的牢固建筑物。露天停放的车辆要

尽量遮盖，减小损伤。

暴雨为何来得这样急文·本报记者 王婷婷
■释疑

据《连线》杂志网站报道，美国宇航局的好

奇号火星车正不断朝着自己预定的目的地——

夏普山前行，它将在那里开展地质学考察工

作。但在一路上有时它也会稍作停留，采集沿

途的样品进行分析，并拍摄一些精美的照片。

在抵达夏普山之前，好奇号还将要经过数

月的艰难行进，但最近它在前行的途中被一个

名为“The Kimberley”的岩石露头所吸引，这一

岩石露头的一些外观与地球

上澳大利亚西北部的某些岩

石非常相似。在它停留期间，

好奇号拍摄了一系列精美的

照片，比如这张拍摄于 3月 27

日的照片。它是由图像设计

师 ，天 文 爱 好 者 杰 森·迈 杰

（Jason Major）拼 接 制 作 的 。

这一地区分布有很多沉积砂

岩，这是一种由水泥般的胶结物将细小颗粒粘

合在一起形成的岩石。这些充当胶结物的矿物

的性质多样，从松散的到坚硬的都可以出现，它

们的性质可以告诉科学家们有关这一地区地质

历史的丰富信息。

本周末，好奇号将拍摄更多的图像并开展

激光和 X 射线观测，从而更好地了解这一岩石

露头的化学成分。

延伸阅读
火星到底什么样，好奇号有图有真相

一组身穿宇航服的科学家拖着沉重的步伐

行走在荒凉的红土地上，偶尔停下来收集岩石标

本或在地图上标记位置。任务结束以后，他们回

到狭小的生活舱，仅靠有限的水、电、空气和食物

维持生存……这不是科幻小说中的场景，而是发

生在美国犹他州沙漠中的一幕。目前，一群志愿

者试图通过在犹他州的沙漠中模拟火星的生存

环境，探索人类开发火星的可行性。

这组研究人员生活在太空基地中，依靠补

给生活，进行科学实验，每 3 天洗一次澡。就像

科幻电影中演的一样，研究人们每次离开太空

基地时都要通过一个空气锁。整个研究团队由

4 男 2 女组成，生活在一个狭窄的两层楼的小屋

里，离最近的小镇 40英里。

图片故事
在“火星”的那些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