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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 7 月 5 日 11 时 53 分，“朱诺”号探测器成

功进入木星轨道，其绕木星轨道距离木星云层顶端最

近处约 4100 千米，成为迄今人类距离木星最近的航天

器。在接下来 20 个月的时间里，它将围绕木星运行 37

圈，对木星起源、内部结构、大气及磁场等相关数据进

行探测。

为什么叫“朱诺”？

朱诺是罗马神话中万神之王朱庇特的妻子，朱庇

特施展法力用云雾遮住自己，但是朱诺却能够穿透云

雾，洞察真相。科学家们希望，“朱诺”号探测器也能够

像朱诺一样看穿木星厚实的云层，洞悉其内部结构，了

解这颗气态巨行星的秘密。

“朱诺”号长什么样？

“朱诺”号主体像一个六边形的盒子，前端有一个

重达 180公斤的钛制穹顶结构，用于保护敏感的电子设

备免受辐射损伤。该装置与一辆 SUV 的后备箱相当，

能将电子设备遭受的辐射强度减弱 800 倍。升空后，

“朱诺”号的 3根太阳能帆板会从其六边形的主体伸出，

每块帆板长 8.8 米，宽 2.8 米，伸展开后就像风车的叶片

一样。

“朱诺”号任务有何背景？

“朱诺”号木星探测器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新

疆界”计划的一部分，这一计划在位于阿拉巴马州亨茨

维尔的马歇尔航天飞行中心操作实施。“朱诺”号探测

器由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建造，美国国家航空航天

局喷气推进实验室负责整个探测任务的运行。“朱诺”

项目总投资大约 11 亿美元，包括探测器研发、科学载

荷、发射服务、运行经费、科学数据处理与测控支持等

相关服务费用。探测器 2011 年 8 月 5 日从美国佛罗里

达州卡纳维拉尔角空军基地发射升空。

“朱诺”号上有哪些“乘客”？

“朱诺”号探测器上装有 9部科学仪器，它们分别是

重力科学载荷（Gravity Science）、磁强计（Magnetome-

ter）、微波辐射计（MWR）、木星高能粒子探测器（JE-

DI）、木星极光分布实验装置（JADE）、等离子体电波装

置（WAVES）、木星红外极光绘图仪（JIRAM）、紫外成

像光谱仪（UVS）和朱诺相机（JunoCam）。

除此之外，还有 3 位只有 4 厘米高的特殊乘客。它

们是乐高公司为 NASA 特制的 3个乐高小人，分别是意

大利天文学家伽利略、罗马神话人物朱庇特（与木星同

名）还有他的妻子朱诺（与朱诺探测器同名）。

“朱诺”号为什么转着走？

“朱诺”号是一艘采用自旋稳定的太阳能飞船，自旋

能增强飞船指向的稳定性并方便地面控制。项目执行

期间，“朱诺”号的自转速率会不断变化：巡航阶段每分钟

1圈；科学考察阶段每分钟 2圈；主引擎调整姿态阶段每

分钟5圈。除此之外，自转的好处还包括简化设计、减少

质量，所有设备在旋转过程中都会扫过木星一次。

“朱诺”号的“硬件配置”如何？

“朱诺”号上安装有一台主发动机、一台双推进发

动机，还有 12 台推力较小的调姿发动机。前者位于探

测器的后部，主要用于较大轨道调整和减速制动，后者

主要用于在飞行中精确调整姿态。

“朱诺”号的大脑采用了一颗 RAD750 型抗辐射处

理器，可应对100万倍足以致死的辐射剂量，与“好奇号”

火星车同款，自带256M闪存和128M的本地存储空间。

“朱诺”号飞了多远？

直到今天飞抵木星轨道，“朱诺”号共飞行了大约

27亿公里。信号以光速从木星传回地球单程大约需要

48分钟。

“朱诺”号的意义何在？

“朱诺”号将帮助我们弄清木星的组成及其内部结

构；揭秘木星强大磁场的来源和神秘的极光现象；确定

木星是否具备岩核和水。此外，增进人们对地球、太阳

系乃至恒星形成的认识。

还有哪些探测器造访过木星？

据报道，至今已有 8 个探测器造访过木星及其卫

星，包括“旅行者”号、以及后来的“先驱者”号、“伽利

略”号、“尤利西斯”号等，最近的是 2007年发射的“新视

野”号木星探测器。“朱诺”号是造访木星的第 9 位地球

来客，也是第 2位“常驻”木星轨道的人造航天器。

任务何时结束，“朱诺”何去何从？

按照计划，探测任务将于 2018年 2月 20日结束，届

时“朱诺”号将受控冲入木星外层大气焚毁，以免有毒

燃料污染可能存在原始生命的木星的卫星。

（科技日报北京7月5日电）

关于“朱诺”号你应该知道的10件事
本报记者 王小龙

“朱诺”号巨大的太阳能电池帆板

太阳系的行星里，很多科

幻作家都偏爱木星。美，而且

可怕。吸引力与恐惧感同样

强烈。

但人类要从地球摇篮向

自己在星海间的未来伸出双

手，就不得不承受这片未知带

来的恐惧。

以前，我们习惯叫木星为

“保护者”，相信正是木星的存

在使得地球上的生命没有彻

底灭绝，因为它强大的引力场

在很大程度上拦截了外侧轨

道 向 太 阳 方 向 移 动 的 小 天

体。如果那个位置缺失了木

星，天体撞击地球的几率会增

加。

但当你打算派飞行器前

往这颗气态巨行星时，它变成

目的地盘踞着的一只宇宙巨

怪，无情、残酷，过快的自转使

得其引力像一个巨大的弹弓，

岩石尘土甚至彗星都变成武

器。这在航天动力学上，甚至

在科幻作家笔下，是“引力助

推器”，可以用来给宇宙飞船

加速。

刘慈欣的《流浪地球》中，

装着发动机的地球就在木星

巨大引力的拉动下，达到了逃

逸速度，撤离木星魔掌后，引

力潮汐百米高的巨浪横扫了

大陆。但比起这个情节，让人

印象更为深刻的是，地球在与木星近距离擦身而过

时，一段如长镜头般描绘木星的文字：它在整个地

平线上升起，占满天空，“产生的恐惧感和压抑感难

以用语言描述”，人们看到风暴“把云层搅动成让人

迷茫的混乱线条”，云层下则是沸腾的液氦和液氦

大洋、著名的大红斑，“这个在木星表面维持了几十

万年的大漩涡可以吞下整个地球，如同一只红色巨

眼盯着我们的世界”，而地球在它面前就像一只无

助的小气球！这幅场景几乎是很多人巨型球体恐

惧症的根源。

可怖的朱庇特，体积有地球的 1300 倍，磁矩是

地球的 2 万倍，质量比太阳系其他行星的总和还

大。宇宙何尝不是弱肉强食的修罗场，漫长历史

中，木星就曾与一个相当于地球 10 倍大的星体相

撞，那个本可以成长为一颗行星的家伙，在这场相

遇中被木星吃得渣滓都不剩。对着这样一颗天体，

我们说不出“征服”这种话。

属意木星的“朱诺”号注定有去无回，所幸它的

殉难之旅将帮助人类获取多年企盼的信息。在以

前，当人类所知唯一的行星系统就是太阳系时，人

们似乎还没有意识到木星这种气态巨行星的重要

性。但随着其他行星系统被发现，类木行星出现的

越来越多（也是因为体积大更容易被找到），它们对

恒星的影响最大，改变了系统内早期天体的分布，

几乎承载着星系形成的关键。

7 月 4 日木星轨道插入成功，“朱诺”号已成英

雄，生命亦进入倒计时。在它任务结束后，人类对

木星的探索脚步并不会告一段落，只会越来越紧。

据已出版的报告，中国科学家已提出对木星磁层和

木卫二的探测计划。有趣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阿

瑟克拉克所著的小说《2010 太空漫游》中，中国就

已经发射了一艘自主研制的名为“钱学森”号的飞

船到达木卫二。这个情节后来还被当作一部电影

的灵感来源，即吴彦祖出演的《木卫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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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然丝语

科技日报北京7月5日电 （记者王小龙）历经近 5

年太空旅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朱诺”

号木星探测器成功进入木星轨道，随之一同到达的

还有 3 个乐高公司为 NASA 特制的乐高小人，分别是

意大利天文学家伽利略、罗马神话人物朱庇特及妻

子朱诺。

与普通乐高积木不同，它们由航天级铝合金加工而

成，能承受严酷的太空旅程，同时不会干扰“朱诺”号探

测器仪器运行。

“朱诺”号项目首席科学家斯科特·博尔顿在一次新

闻发布会上说：“我们希望公众尤其是孩子也能加入我

们，踏上探索未知的奇妙旅程。”

美国航天员尼科尔·曼恩在乐高公司网站上的一段

视频中称：“你将有机会在地球上建造我们的未来。你

在另一个行星或太空站上的家会是什么样子？你将如

何在不同的星球间旅行？希望你们能够分享出你们的

奇妙想法。”

据悉，孩子们可以用积木建造自己的模型，并拍照

将其传到专门网站上。获奖者将获得特制的徽章，作品

会在乐高官网上展示。

乐高小人搭车“朱诺”

木星作为太阳系内最特殊的气态巨行星，一直

以来勾起人们无限遐想。木星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

天体，值得科学家跨越数百年时间和数亿万公里苦

苦追寻？

“块头”最大

据 NASA 官网介绍，木星是太阳系 8大行星中体积

最大、自转最快的行星，也是从内向外的第 5颗行星，其

赤道约为 14.3 万公里。木星大气层由 86%的氢气和

14%的氦气组成，表面覆盖着厚厚的棕黄色和白色相间

的云层。天文学家们将木星称为“失败的恒星”。因为

像恒星一样，木星富含氢气和氦气，但质量不足以在其

内部触发核聚变反应。

自转最快 磁场最强

木 星 自 转 速 度 为 4.53 万 公 里/小 时（12.6 公 里/

秒），一 次 自 转 只 需 10 小 时 ，也 就 是 说 ，木 星 的 一

天 只 有 10 个 小 时 。 木 星 轨 道 为 椭 圆 形 或 橄 榄 形 ，

绕 太 阳 旋 转 一 次 所 需 时 间 是 地 球 绕 太 阳 旋 转 一 次

所 需 时 间 的 12 倍 ，因 此 ，木 星 上 的 一 年 等 于 地 球

上的 12 年。

快速旋转助木星获得了太阳系内最强大的磁场。

在木星云层之下，是一个巨大的液态金属氢组成的海

洋。随着木星不断旋转，旋转的液态金属海洋制造出

了这个强磁场。

大红斑最有名

木星最引人注目的特征是其大红斑。它是一种反

气旋风暴，位于木星赤道的南部，直径为 2.4万公里，高

度为 1.2 万到 1.4 万公里。在大红斑最宽的点，风暴大

约是地球直径的 3.5 倍，足以容纳 2 到 3 个地球直径大

小的行星。

大红斑据信已经存在了至少 360多年。1665年，意

大利天文学家乔凡尼·卡西尼发现了它的存在。到 20

世纪，天文学家们开始认为，大红斑是一种风暴，由木

星的湍流和快速运动的大气层造成。“旅行者 1”号探测

器证实了这一理论。1979 年 3 月，“旅行者 1”号在掠过

该行星时，观测到了大红斑。

自带光环

当人们想到有环的天体系统时，土星首先印入脑

海。但实际上，天王星和木星也有自己的环。木星是

第三个被发现有环的行星，因为其环极其暗淡。1979

年，NASA 的“旅行者 1”号航天器发现木星有三个小

环——最内层是由光晕粒子组成的环；中间是相当明

亮的主环；外部是一个轻薄的类似薄纱的环。

科学家们普遍认为，这些环可能是陨石撞击木星

的卫星时形成的。实际上，主环被认为由来自木卫十

五和木卫十六的物质组成；而薄纱环的物质则来自木

卫十四和木卫五。

肉眼可见

大多数时候木星不仅肉眼可见，还是全天第二亮

星，在行星中仅次于金星，在所有天体中仅次于太阳、

月亮和金星，居第四位，比太阳外的所有恒星都要亮

得多。

不仅木星本身肉眼可见，在某些极端情况下，连木

星的某些卫星都可以用肉眼看见。

“情人”最多

目前，木星是太阳系拥有卫星最多的行星。2012

年 2 月 23 日，科学家称发现了木星两颗新卫星，累计卫

星达 68 颗。木星的英文名 Juppiter（朱庇特）代表着古

罗马神话中的众神之王，木星的卫星则全部以朱庇特

的情人命名。

按照距离木星的顺序，木星的四大“情人”分别为：

木卫一“依娥（lo）”、木卫二“欧罗巴（Europa）”、木卫三

“伽倪墨得斯（Ganymede）”、木卫四“卡利斯托（Callis-

to）”。这 4 颗卫星通常被称为“伽利略”卫星。伽利略

发现，虽然木星在空中移动，但这些卫星仍环绕木星公

转，从而得到支持哥白尼日心说的论据，即并非所有天

体均环绕地球旋转。

木星最大的卫星是木卫三，它也是太阳系内最大

的卫星，直径为 5262 千米，比水星还大，“块头”是火星

的四分之三。木卫三是太阳系内唯一拥有自己磁场的

卫星。木卫三和木卫四上有很多由冰块和岩石构成的

环形山。

木卫一拥有很多活火山，这些火山产生了含硫的

气体。木卫一橙黄色的表面很有可能由火山喷发出的

硫组成。木卫二是“伽利略”卫星家族中最小的，表面

主要是水冰，冰下可能是水或冰组成的海洋，其含水量

是地球的两倍。

木星：太阳系最大的“情种”
本报记者 刘 霞

2011 年 8 月发射的“朱诺”号探测器于 2016 年 7 月

5日（北京时间）顺利进入木星轨道。“朱诺”号是人类历

史上迄今距离木星最近的探测器，它利用木星的磁场、

引力场及天然出现的电磁波来研究这颗巨大气态行星

的神秘内核，同时也将首次为木星极地拍照，并对照亮

木星南北极的北极光进行深入研究，有望增进人们对

木星的起源、演化以及行星形成的理解。

根据 NASA 的数据，2011 年 8 月 5 日，“朱诺”号探

测器从美国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发射升空，开启

木星之旅。2016 年 6 月 11 日，“朱诺”号开始全天候从

地球收发数据；6 月 20 日，用于保护主引擎免受微小陨

石和星际尘埃损坏的防护罩开启；6 月 28 日，“朱诺”号

推进系统开始增压，做最后准备；7 月 4 日，“朱诺”号关

闭与进入轨道无关的所有设备，打开推进器，进入木星

轨道。

最初，天文学家们使用地球上的望远镜来研究木

星。伽利略是第一个用望远镜观测木星的天文学家，

正是他最先使用望远镜发现了木星的 4颗卫星。此外，

天文学家也使用围绕地球旋转的类似哈勃太空望远镜

的望远镜来研究木星。

为了一睹木星的“真容”，揭示其“内心”，NASA 已

先后向木星派出了 8个探测器：“先驱者 10”号、“先驱者

11”号、“旅行者 1”号、“旅行者 2”号、“尤利西斯”号、“伽

利略”号、“卡西尼”号土星探测器、“新地平线”号冥王

星探测器。

“先驱者 10”号探测器是 NASA 于 1972 年 3 月 2 日

发射的一艘航天飞行器，也是第一艘越过小行星带近

距离观测木星的飞行器。1973 年 12 月，“先驱者 10”号

首次拜访木星，并于当年 12 月 3 日发回了第一组木星

的近距离图像。

“先驱者 11”号是第二个用来研究木星和外太阳系

的空间探测器，也是第一个研究土星及其光环的探测

器，于 1974年 12月拜访木星。

1977 年 8 月和 9 月，“旅行者 1”号、“旅行者 2”号发

射升空，飞奔木星，而后前往土星。1979 年 3 月 7 日，

“旅行者 1”号首次发现了木星环。“旅行者 2”号在 1979

年 7月 9日最接近木星，在距离木星云顶 57万公里处掠

过。这次拜访新发现了几个环绕木星的环，并拍摄了

一些显示木卫一火山活动的照片。

“ 尤 利 西 斯 ”号 探 测 器 由 NASA 与 欧 洲 航 天 局

（ESA）合作建造、发射和运行，于 1990 年 11 月由美国

“发现”号航天飞机携带进入太空，随后开始了探索太

阳两极的漫漫征途。1992 年 2 月，在飞经木星附近时，

“尤利西斯”号 6 次探测到了源于木星或木星周围卫星

以 28天为周期的尘埃爆发。

“伽利略”号木星探测器 1989年从“亚特兰蒂斯”号

航天飞机上发射，是 NASA 第一个直接专用探测木星

的航天器，也是 NASA 发射的最成功探测器之一，于

1989年升空，1995年 12月抵达环木星轨道。

2000 年，“卡西尼”号探测器在前往土星的过程中

掠过木星。2007年，“新地平线”号探测器掠过木星。

这些探测任务对木星的大气层、表面、卫星及环进

行了研究，也近距离的给木星拍了照，让人类得以一睹

木星的“尊容”。

那些曾造访过木星的探测器
本报记者 刘 霞

““卡西尼卡西尼””号探测器号探测器

““先驱者先驱者1111””号探测器号探测器““伽利略伽利略””号探测器号探测器

““先驱者先驱者1010””号探测器号探测器

““尤利西斯尤利西斯””号探测器号探测器

““新地平线新地平线””号探测器号探测器

““旅行者旅行者11””号探测器号探测器

““旅行者旅行者22””号探测器号探测器

随“朱诺”号抵达木星轨道的三个乐高小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