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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汇聚了

众多野心勃勃的梦想家，但这些梦想都少不

了烧钱，而且，首先必须经过国会的批准。

自从举世瞩目的“阿波罗”计划终结，梦想有

大量经费与国会批准之间的紧张关系使

NASA 的很多伟大理念刚刚提交草图，还没

来得及取得一点进展，就像刚刚出生的婴儿

那样被扼杀在襁褓中。

这些理念包罗万象，从几乎不可能实现

的幻想到从经济角度来说可行的任务，不一

而足，有些只是纸上谈兵，停留在草图和等

式阶段；而有些则已经形成模型并开始进行

测试。但不管怎样，它们的终极命运如出一

辙：出师未捷身先死。

这些创意可能永远也无法实现，美国沃

克斯网站（http://www.vox.com）近日为我

们列出了其中五大最让人脑洞大开但未被

实现的理念，以此作为缅怀和纪念。

通用汽车公司的月
球大卡车

就在阿波罗计划朝着载人登月的方向

前进时，NASA 有些科学家计划实施持续时

间更长的人类登月计划，以便对月球表面探

索和研究。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1963 年，NASA 与

其月球车的合作伙伴美国通用汽车（GE）公

司签署了一项协议，GE 也是为数几个曾与

NASA 一起设计“阿波罗 11 号”宇航服的公

司之一。 NASA 委托 GE 制造一款可居住

的实验车，宇航员一次能在其中生活数周，

同时驾驶其在月球漫游，进行科考活动。这

款实验车基本上是一款月球休闲车，由雪弗

兰考威尔的发动机提供动力。

但在“阿波罗”号宇宙飞船数次登月均

取得成功后，长期探月计划也被取消了。不

过此时，GE已经制造出了一款模型。最后，

将其借给了美国地质调查局，后者在对西北

部的沙漠进行探测时，使用到了这款车。

NASA 上世纪 70 年
代的太空殖民地

继阿波罗计划取得成功后，一些科学

家开始构思在位于地球轨道的空间站上

建 立 庞 大 的 太 空 殖 民 地 计 划 。 例 如 ，

NASA1975 年 的 一 份 报 告 就 设 想 过 建 造

“一个供万人工作、抚养家庭并正常生活

的太空栖息地”。

该规划设计了几个不同的空间站，每个

都通过旋转从而借助离心力来模拟重力的感

觉。在这些太空栖息地生活的居民将使用从

月球上开采的石油作为能源，自己种植食物，

净化水，建造公园、商店、学校和医院等。建造

这些殖民地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工业。该报告

声称：“通过利用太阳能发电，这些殖民地可以

从月球矿石中提炼铝、钛以及硅。”

然而，在这五大计划中，这是最令人觉

得匪夷所思的计划。想想看，我们目前还没

有解决让少数人生活在太空一年的难题，遑

论创建能自给自足的太空根据地了。此想

法在上世纪 70 年代的几个会议上粗略地讨

论了一下，但从来未曾实现。

飞越火星和金星计划

继阿波罗探月计划之后，NASA 科学家

们提出的一个更加理性和现实的人类太空

探索计划是完成多个行星飞越任务。

1975 年，有科学家提议，利用一个受阿

波罗启发研制而成的飞行器来完成第一次

这样的飞越，让宇航员在为期两年的旅程

中，飞越火星，与此同时，探测器将登陆火星

表面收集样本并将其带回实验室。接下来

的任务将是让宇航员完成“三次连续飞越”，

即利用地球、火星、金星呈一条直线的机会

飞越金星、火星，然后再次飞过金星。

但这些飞越计划，和其他后阿波罗时代

的太空探索计划一样，因为国会在登月计划

成功后大幅削减拨款而胎死腹中。1972 年

12 月 19 日，在完成了系列登月计划中历时

最长的一次使命之后，“阿波罗 17”号飞船

溅落太平洋，由此，美国“阿波罗”登月计划

全部结束，随后，美国提出了更加稳妥的天

空实验室（Skylab）国际空间站计划。

天空实验室是 NASA 于 1973 年至 1979

年进行的首次空间站计划。官方资料显示，

从 1973 年 5 月至 1974 年 2 月之间，共有 9 名

宇航员先后分三批轮流在“天空实验室”中

执行驻留任务，后来因为其无法达到人类对

探索太空所提出的更高要求，于 1979年 7月

被 NASA下令废弃后，解体并坠入南印度洋

当中。

对半人马座B星的远
航计划

1987年，NASA 和美国海军的研究人员

组成研究团队策划了这个远航计划（Proj-

ect Longshot）：朝着距离太阳最近的恒星之

一的半人马座阿尔法 B 星发射一个星际探

测器。半人马阿尔法星座是天空南部最明

亮的星座，且是距离太阳系最近的星系，仅

有 4.3光年之远。这个三重星系统由两颗类

似太阳的恒星—A 星和 B 星以及距离稍远

且散发淡红色的比邻星组成，其中 B星与太

阳十分相似，只是较暗且较小一些。

该探测器将加载核裂变反应堆来驱动

发动机，利用一道激光束将数据传回地球。

科学家们通过计算得知，如果该探测器的速

度为 8300 公里/秒（相当于光速的 4.5%），那

么，飞往半人马座 B 星将需要大约 100 年的

时间，而数据传回地球需要耗时 4年。

这个想法未被实现的原因，除了很难研

制出一种以如此高速度、如此远距离飞行的

探测器之外，说服 NASA 负责人为这个 100

年都看不到结果的任务拨款也是一件难

事。现在，我们送往太空的物体中，距离地

球最远的是“旅行者 1 号（Voyager 1）”探测

器，其距离地球大约 120 亿公里，看起来很

远？但实际上还不到探测器前往半人马座

阿尔法 B星距离的 2%。

土卫六海洋探测器

土星 最 大 的 卫 星 土 卫 六“ 泰 坦（Ti-

tan）”的表面被许多由液态甲烷构成的湖

泊 所 覆 盖 ，为 了 探 测 这 些 湖 泊 ，2009 年 ，

NASA 提议派遣“土卫六海洋探测器（Ti-

tan Mare Explorer）”在土卫六的第二大湖

上着陆并像船只一样四处巡航，以便研究

这个湖泊的化学属性并帮助我们理解甲烷

循环的工作原理。研究人员表示，这个探

测器将依靠一种新型超高效的钚驱动核反

应堆提供动力，这将让探测器的寿命更长，

而且耗费的燃料更少。

不过，在 2012 年，“海洋探测器”的拨款

议案被搁置，为的是资助另一个将于第二年

登陆火星并研究火星内部的探测器。2013

年，NASA取消了新的核反应堆研制工作，这

意味着“土卫六海洋探测器”计划胎死腹中。

不过，我们仍然可以采用其他方法探索

土卫六的海洋。不久前，NASA 宣布了朝土

卫六发送一个潜艇的计划。目前，这只是一

个可能的想法而已，一个同样需要在拨款决

策过程中过关斩将的想法，但如果一切成为

现实，我们或许可以看到 2020 年或者 2030

年，这一任务最终将成为现实。

NASA五大最酷但并未实现的任务
本报记者 刘 霞 综合外电

20 年前，你或许手脚并用就能数出宇

宙中的所有已知行星，还能回忆出它们的

名字。但是今天，你可能需要一个计算器

和一个大图表，成千上万的系外行星填满

了我们的表格。天文学家正准备再找到一

万颗甚至更多的行星。

这些美丽的行星绝大多数超级炎热，不

宜居住，木星和海王星就是如此，但是有一

些看起来就像我们居住地球的巨大翻版，我

们称之为“超级地球”。少数天体在大小、质

量和轨道方面都几乎是地球的镜像。

数据显示，行星必须围绕恒星做绕轨

运动，甚至提示最近的地球双胞胎兄弟可

能在距离地球 12 光年的距离之内，从星际

的空间距离看，这几乎就在“隔壁”。行星

寻找者还不能确定这样的天体是否存在？

什么时候、如何找到它？美国航空航天局

（NASA）对此已有自己的计划。

寻找“宜居星球”靠
“开普勒”不够

很多迄今为止让人兴奋的发现都来自

于 NASA的行星猎人——开普勒计划任务，

但是这个空间望远镜对于接下来的研究来

说，眼光显得似乎昏暗了些。

开普勒的最新任务阶段被称作“K2”，致

力于宣召那些围绕较近和较明亮的恒星做

绕轨运行的行星。但在 2017 年开普勒的继

任者——掠过地外行星的搜寻卫星（TESS）被

发射升空前，新任务还不会立刻启动。

与开普勒相似的是，TESS 会通过飞掠

其他恒星来搜寻神秘莫测的世界。TESS将

可能找到附近数以千计的行星，其中数百

个可能比较小且布满岩石。少数几个将沐

浴在名为“M 矮人”的恒星充足的阳光下，

其上或许还有液态水。

也就是说，TESS 可能找到一些宜居星

球。为了了解更多信息，天文学家们会仔

细考察每个星球的大气环境，用分光镜来

分辨和煦的气候环境，比如说水蒸气、二氧

化碳，以及从光合作用植物中释放的氧气，

或者从细菌中释放的甲烷等存在生命的潜

在信号。

韦伯望远镜有望接
续寻找任务

在本世纪 20 年代，一些反射镜面直径

超过 30 米的地基“超大望远镜”，将用于处

理 TESS 和其他任务找到的潜在宜居系外

行星的测量数据，但是科学家一致认为，要

想在这样的星球上研究生命的迹象，最好

还是在太空中比较实际些，如此才能避免

受到地球大气气流的影响。

天文学家已经让不再年轻的哈勃太空

望远镜超越自身极限去观察一些大的、极

热 的 、不 宜 居 星 球 的 空 气 环 境 了 。 只 有

NASA 斥资 90 亿美元建造的、将于 2018 年

发射升空的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才有

希望随时接续 TESS 诱人的发现任务。这

一观点也成为该望远镜开发者在与公众和

国会沟通时候从来没有忘记强调的一点。

只是要问詹姆斯·韦伯望远镜究竟有

多 大 本 事 ，直 接 取 决 于 你 提 问 的 对 象 是

谁。在太空望远镜科学研究所工作的韦伯

望远镜项目科学家杰森·凯利莱就很乐观：

“我们可以测量温暖的超级地球大气中的

很多分子，包括二氧化碳、甲烷和水蒸气

等。”但是天文学家杰夫·瓦伦提则相对保

守：“并不能断言一定会在‘M 矮人’轨道上

找到潜在的宜居星球，我们会尽力吗？答

案是肯定的；能确定找到吗？我保持怀疑

态度。”

能否找到系外生命
还靠运气

韦伯望远镜携带的低温冷却探测器和

超大 6.5 米镜面具有鹰眼红外视野，可以对

TESS 飞掠的一些行星的大气层进行检测。

当一个行星处在飞掠过程，韦伯可以通过

搜集照耀其大气上的光线进行研究，获取

有关大气成分和结构的信息；它还能通过

TESS的帮助来评估这颗行星的日间温度。

韦伯究竟能否在太阳系外搜寻到生命

的 争 论 ，要 看 它 是 否 足 够 幸 运 了 。 如 果

TESS 没能找到任何令人着迷的超级地球，

韦伯就不会有很多工作可做。韦伯被设计

用来研究宇宙的一级恒星，而并非潜在的

宜居星球，它所携带的设备在设计之初，就

有料到如今天文学家对潜在系外行星的认

识走到如此之远。检测类地行星的任务超

出了韦伯望远镜的能力范围，完成新任务

所需要的新的光学技术在其发射升空之前

没法应用。

最安全的方案是，至少为一个潜在宜居

超级地球检测是否存有大气层。尽管如此，

要求韦伯对“M 矮人”附近的星球进行“潜在

宜居性”的检测都是强人所难，因为“M矮人”

恒星为其行星的宜居性设置了大量不确定和

挑战性因素：在宜居区域的星球可能受到潮

汐影响，其中某个半球始终面朝恒星而被异

常强烈的恒星光耀猛烈冲击。

完成目标需要大量
“观测时间”

研究显示，为了韦伯能稳定地探测水

蒸气，这颗行星很可能需要被包裹在厚厚

的氢毯下面。“系外行星探索项目分析组”

（ExoPAG)是一批有影响力的科学家组成的

委员会，他们帮助 NASA优先策划接下来要

开展的项目和任务。该组织的一项最新研

究表明，类似探测和测量水蒸气的任务可

能需要对每个行星进行长达数月的观测。

探测生命的希望或许很让人沮丧，韦

伯望远镜若要考察“潜在宜居”目标，都需

要花费大量的望远镜操作时间。“即使我们

能够在 TESS 飞掠过的行星上探测到水，对

于宜居性来说也未必是个好消息。”主导这

项研究的马塞诸塞州阿姆赫斯特学院天文

学家尼克·科万说，一个在其大气层富含水

分子的类地行星很可能正在失水过程中，

正如金星那样终将变成又干又热的星球。

在其最初的五年任务时间内，假设韦

伯必须与整个天文物理学家团体分享时

间，恐怕最多也只有 1/4 观测时间能够用于

研究系外行星。科学家目前正在争论，望

远镜到底该给边缘的宜居星球研究多大的

重视程度。总之，如果传回了很多低质量

的观察结果会带来更多问题，毕竟望远镜

可以很轻松地提供更大、更热、完全不宜居

的行星的形成和大气的大量评估新数据。

“TESS 和韦伯将我们从‘任务有限’带

入到了‘时间有限’的决策困境。”ExoPAG

主席、俄亥俄州立大学天文学家斯考特·高

迪如是说，“韦伯并非不能检测潜在宜居行

星，只是这要占据现实中可供使用的更多

时间。”

也有人认为韦伯被
“大材小用”

指明如何最好地利用韦伯将是望远镜

时间分配委员会的一项精密任务，在 2018

年发射升空之前最好开始审议清楚。尽管

韦伯能够研究更多非宜居行星，“但我觉得

韦伯有点大材小用了。”高迪说，“应该用较

小的装备来完成这个任务。”也有一种争论

认为，应该用你最好、最先进和最昂贵的设

备来进行独一无二的工作，即便它还不够

完美。当然，观测超级地球就是这样的独

一无二的任务。

根据 ExoPAG 的建议，一个打破僵局的

潜在解决方案，可能是将韦伯巨大的研究

计划外包给一些不同的太空任务，然后设

计一种小得多也便宜得多的太空望远镜单

独调查上百个非宜居星球的大气环境。这

样的任务设计或许能够在本世纪 20年代中

叶即可完成建设和发射，那时候，韦伯也会

迎来自己的暮年时光。

最近，天文学家已经提出了这样的计

划。2013 年，NASA 通过了一个叫做 FI-

NESSE（快速远红外光谱学系外行星测绘探

险者）的提案。去年欧空局选择了类似开

普勒的 PLATO（行星飞掠和恒星震荡）任务

准备在 2024 年发射升空。现在，韦伯优先

的观测时间带来的紧急情况正在显现，提

出这些提议的两个课题组都在重新考虑他

们的机会，也都重新提交了新的提议。

殊途同归但均面临
“优化”难题

“系外行星研究群体中的一部分人想

要找到我们最近的地球双胞胎兄弟，以试

图在其中检测到生命的迹象，但是另外有

一些人则偏爱去多了解整个行星家族。”系

外行星大气专家、NASA 喷气推进实验室

FINESSE团队领导人马克·思维恩说，“虽然

有不同的观点，但终会殊途同归。我认为

最终都会走向对围绕另一恒星的行星上是

否有生命迹象的证实过程，我们需要了解

它们的大气层如何作用，这需要将这类目

标通盘综合考虑。大尺度的测绘任务会提

供更丰富的内容。”

不管飞掠探测空间望远镜能否实现对

韦伯的补充，NASA 的后韦伯时代项目已经

在动议之中了。韦伯之后，NASA 计划于

2020 年以后发射一个 2.4 米直径的大视野

红外测绘望远镜（WRIRST），用以研究暗

物质并对系外行星进行拍照。

很多行星猎人已经寄希望于找到一系

列地球的“同盟者”了，不管在这个项目之

前还是之后，他们梦想着用一个 10 米或者

12 米的太空望远镜，来直接对更多类似太

阳的恒星之类地行星进行取像。

但是，为了那样艰巨的任务充分优化

一个望远镜，仍需要在其深度探测更小和

更灰暗的恒星之行星时完成妥协。这样的

一个望远镜可能在理论上可研究上百个镜

像地球，但是在经费有限的情况下，只能先

探测最近的和最明亮的十几颗潜在宜居

地。“总之，我不认为韦伯会那么幸运能够

搜寻到生命。”阿姆赫斯特这样说。

NASA下一代太空望远镜找什么？
本报记者 房琳琳 综合外电

NASANASA上世纪上世纪7070年代的月球殖民地计划年代的月球殖民地计划

飞越火星和金星飞越火星和金星

土卫六海洋探测器土卫六海洋探测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