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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月球科国际月球科研站揭开神秘面纱研站揭开神秘面纱
计划计划20352035年前建成基本年前建成基本型型，，开展常态化月球科学试验开展常态化月球科学试验

在火星上植树造林靠谱吗在火星上植树造林靠谱吗？？

根据国家航天局发布的《国际
月球科研站合作伙伴指南》，国际月
球科研站是在月球表面和月球轨道
上长期自主运行、短期有人参与，可
扩展、可维护的综合性科学实验设
施。

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登月
国家航天局在“中国航天日”开

幕式上发布的“国际月球科研站概念
视频”中透露，国际月球科研站计划
于2035年前建成基本型，开展常态化
月球科学试验、资源利用与技术验
证；2045年前，建成功能完善、稳定运
行的国际月球科研站拓展型，开展月
基综合科学研究和规模资源利用，支
撑人类走向更远深空。中国国家航天
局已与多个国家、国际组织签署合作
文件。

国家航天局在“中国航天日”开
幕式上透露，国际月球科研站新增尼
加拉瓜、亚太空间合作组织、阿拉伯
天文学和空间科学联盟 3 个合作国

家、机构。
关于中国载人登月工程的最新

进展，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
林西强24日介绍说，载人月球探测工
程登月阶段任务的总体目标是 2030
年前实现中国人登陆月球，目前各系
统正按计划开展研制建设。长征十号
运载火箭、梦舟载人飞船、揽月月面
着陆器、登月服等主要飞行产品均已
完成方案研制工作，正在全面开展初
样产品生产和各项试验。飞船、着陆
器已基本完成力热试验产品研制，火
箭正在开展各型发动机地面试车，文
昌载人月球探测发射场建设全面启
动实施，向全社会公开征集的载人月
球车、月面载荷方案，正在进行竞争
择优。

林西强表示，“登月任务中航天
员需要训练掌握梦舟飞船和揽月着
陆器正常以及应急飞行情况下的操
作，月面出/进舱，1/6重力条件下负重
行走，月球车远距离驾驶，月面钻探、
采样和科学考察等技能。”

嫦娥七号有望两年内发射
国家航天局还介绍了嫦娥七号

探月任务的国际载荷搭载情况。嫦娥
七号任务计划于2026年前后发射，将
勘察月球南极月表环境、月壤水冰和
挥发分等，开展月球形貌、成分和构
造的高精度探测与研究。

最终，遴选出7个国家、国际组织
的6台载荷，分别是：意大利国家核物
理研究院——弗拉斯卡蒂国家实验
室研制的激光角反射器阵列，为月面
高精度测量和轨道器定轨导航提供
支持；俄罗斯空间科学研究院研制的
月球尘埃与电场探测仪，研究月球近
地表外逸层的尘埃等离子体环境；国
际月球天文台协会研制的月基天文
观测望远镜，开展月基银河系、地球、
全景天空观测；埃及航天局、巴林国
家空间科学局联合研制的月表物质
超光谱成像仪，用于分析识别月表物
质和环境；瑞士达沃斯物理气象观象

台研制的月基双通道地球辐射能谱
仪，从月球监测地球气候系统辐射量
收支变化；泰国高等教育科研与创新
部、泰国国家天文研究所研制的空间
天气全球监测传感装置，预警由太阳
风暴引起的磁扰动和宇宙辐射。

中国航天大会是“中国航天日”
的主要活动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王
巍在中国航天大会上发布了 2024年
宇航领域科学问题和技术难题，分别
是地外资源利用的重力场效应问题、
地外天体介观尺度动力学问题、空间
带电粒子操控机理与方法、面向载人
深空探测的火星二氧化碳原位利用
技术、冰巨星探测任务设计与关键技
术、月基平方公里射电天文天线阵列
建造技术、太空计算中心构建及运行
技术、小天体探测与开发的智能柔性
附着技术、航天遥感大模型的产业化
应用技术、重复使用火箭复用快速评
估验证技术。

据《环球时报》

去火星上植树造林，这听上去似
乎是一个极其美妙的想法，但国际宇
航联合会空间运输委员会副主席杨
宇光对记者表示：“日本科学家的实
验具有一定的探索意义，不过以目前
人类的技术水平和火星上的条件而
言，想要让树木在火星上茁壮成长几
乎不可能。此外，即便未来树木能在
火星成长，用其建造房屋或制造卫星
还不如就地利用火星上的土壤、岩石
或者铁元素等便利。”

极低气压下种树困
难重重

据报道，土井隆雄等人目前正对
杨树开展实验，因为这种树木通过插
条就能培育出拥有相同遗传特性的
新枝叶。他表示，火星大气层 95%由
二氧化碳构成，这是植物进行光合作
用必需的原料。但火星表面的气压约
为地球的百分之一，他希望杨树能在
低压环境下成长。

不过，目前该团队的实验设备只
能将气压降低至 0.1个大气压。他们
此前曾在 0.3个大气压环境下培养植
物，与在正常大气压下生长的植物相
比，两种植物并不存在明显差异。但
研究显示，大概从气压降低至 0.2个
大气压开始，植物的叶片形状就会发
生变化。因为低气压情况下，水的沸
点降低，导致水分更容易蒸发，叶片

就会变得小而厚。虽然目前尚无充足
数据，但低气压环境下，植物的光合
作用以及根系生长都会受到影响，导
致其生长变得更缓慢。

尽管目前科学家已经开展了多
项模拟月球和火星的低压环境种植
可食用蔬菜的研究，然而模拟相关环
境种植树木的研究却凤毛麟角。这或
许是因为蔬菜一年即可成熟，但树木
成材却需要好多年。

在目前的研究中，土井隆雄等人
除调整气压以比较杨树的生长情况
外，还在研究哪些杨树基因会在低压
环境中表达。

与土井隆雄共同开展研究的日
本京都府立大学研究生院特聘教授
池田武文表示，考虑到叶片变化，松
树可能更适合在火星表面种植，因为
其不需要太多水分也能生长。

对此，杨宇光表示，包括树木在
内的植物生长过程比较复杂，与周围
环境有着紧密的生物和物理方面的
联系。气压从 0.1 个大气压降低到
0.01个大气压，水的沸点等指标，都
将发生根本性变化，树木生长难度极
大。

“除要解决低气压问题外，树木
生长还需要氧气，但火星上没有氧
气。树木生长也离不开氮，但火星大
气中的氮被锁定成氮气，即两个氮原
子紧密结合，很难与其他分子发生反
应。若要参与生命所需的化学反应，

氮原子需要单独被‘固定’住。地球上
的某些微生物能固定大气中的氮，但
目前没有在火星上发现任何生物。如
果从地球上运输氮肥，成本不菲。”杨
宇光说。

“此外，还存在辐射问题。火星没
有全球性的磁场，这意味着它没有一
个有效屏障，可以保护可能生存的生
命免受致命辐射的侵蚀。”杨宇光进
一步说。

若成功可用作建筑
和卫星原材料

土井隆雄等人为什么要大费周
章，在火星上种树？

他们表示，如果树木能在火星上
生长，未来科学家们就有可能用这些
树木建造房屋、科研基地等。

将建筑材料从地球运送至月球
和火星的成本极高。目前，将1千克物
质运送到月球的成本为470万元人民
币，运到火星成本更高。但如果能够
就地取材，将大大降低太空开发成
本。

对此，杨宇光表示：“树木当然是
一种很好的资源和建筑材料，但利用
火星上的土壤、岩石建造房屋成本更
低，而且这样建造的房屋和基地也能
更好地抵御辐射。”

土井隆雄等人还希望利用火星
种植的树木就地制造人造卫星。他们

计划今年夏季将全球首颗木制人造
卫星送入太空。这颗卫星长、宽、高均
为10厘米，是一颗用木兰科植物厚朴
制成的超小型卫星。研究团队将通过
实验验证其在太空的实用性。

土井隆雄解释称，采用木材制造
卫星是为了减少卫星坠入大气层燃
烧殆尽时产生的金属颗粒，从而减轻
环境危害。因为木制卫星完成任务后
重新进入大气层燃烧时，只会产生细
小的可生物降解的灰烬。

此外，太空中没有氧气，木制卫
星在太空环境中着火的风险为零。而
且，如果许多这样的超小型卫星在火
星也能像在地球一样连成网络，进行
资源勘探和通信，将对人类建立火星
基地具有重要意义。

对此，杨宇光认为：“火星富含铁
元素，也以其明亮的铁锈色而闻名。
利用火星已有的铁元素、熔融岩石和
矿石来制造卫星，或许比在火星上植
树造林并以木材为原料制造卫星更
具性价比。”

“科学家们目前已经向火星发射
几十个探测器，但迄今没有发现任何
生命，连最基础的单核生物也没发
现，由此可知火星环境之恶劣。因此，
我对科学家在火星上植树造林这一
愿景持悲观态度。但日本科学家的这
种探索态度值得肯定，木制卫星这一
想法也极具创新性。”杨宇光说。

据《科技日报》

国家航天局于国家航天局于44月月2424日在湖北武汉举行的日在湖北武汉举行的20242024年年““中国航天中国航天
日日””主场活动开幕式上主场活动开幕式上，，现场发布有关国际月球科研站合作进展和嫦现场发布有关国际月球科研站合作进展和嫦
娥七号任务国际载荷搭载项目的最新进展娥七号任务国际载荷搭载项目的最新进展。。

““让我们去火星上植树造林吧让我们去火星上植树造林吧！”！”日前日前，《，《日本经济新闻日本经济新闻》》报道称报道称，，日本京都日本京都

大学教授土井隆雄等人正以此为目标开展实验大学教授土井隆雄等人正以此为目标开展实验。。他们希望在火星上种植树木他们希望在火星上种植树木，，

将其用作建筑物和人造卫星的原材料将其用作建筑物和人造卫星的原材料。。如果研究取得进展如果研究取得进展，，未来人类就有可能未来人类就有可能

在火星上生活在火星上生活，，那里的森林也将成为重要资源那里的森林也将成为重要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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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楼
中心医院东，科委宿舍5楼，顶

楼，紧邻八中。电话：133157776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