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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火星》作为2022年中宣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重点项目，围绕中国首次火星任务为主
题，全程跟踪拍摄任务全过程，从“天问一号”探测器发射到探测器抵达火星再到祝融号火星车着陆火
星，《你好！火星》将中国航天史上又一里程碑事件通过五集系列科学纪录片呈现给观众。
《你好！火星》采用“5G+4K/8K+AI”的技术手段，作为总台首部8K超高清纪录片，依托全球首个原

创混合现实（IMR)超高清电视制作平台，通过AI深度学习、结合VR、MR等交互技术，以及现场实时
驱动等一系列技术流程，紧扣沉浸式主题的打造，为观众带来了沉浸式的视觉盛宴。
新闻纪录片共历时三年摄制完成，摄制团队全程记录捕捉“天问一号”任务的各个关键节点，用镜头

记录下任务过程中的多个新闻瞬间，片中很多镜头均为摄制组独家拍摄，大量内容为世界范围内首次
公开。例如“天问一号”探测器发射、“天问一号”探测器成果着陆火星珍贵瞬间的8K超高清珍贵角度画
面，均被各大新闻媒体平台采用并应用于当日热点新闻事件报道中。
《你好！火星》通过独家素材、独家角度、独家呈现，深入挖掘工程背后的研制故事，以航天工

作者为主线，展现了航天人勇于创新，拼搏进取的精神。

社会效果社会效果

自2022年5月18日节目播出以来，《你好！火星》共创造百度相关词条搜索830万条，人民网、新
华网、今日头条、腾讯新闻、新浪新闻等相关媒体报道文章总计260篇，从各个角度，包括节目播出预
热、内容揭秘等方面展开相关宣传报道，形成节目播出期间的热点新闻话题。受众纷纷表示，被航天
人可贵的家国情怀和忘我的工作境界所打动。报道在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首发，触达人次6700万
人，微博播放量超过321万，转发1731次，点赞6万余次。同时，报道内容还被当天新闻联播进行内容
及画面采用，视频被全网转发，实现了媒体融合互动，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并产生极强的社会效
应。

初评评语初评评语
（推荐理由）（推荐理由）

《你好！火星》科学纪录片结构巧妙，内容新颖，制作精良。特别是摄制组持续跟踪中国首次火
星探测任务这一重大新闻事件，拍摄了大量宝贵的新闻历史资料，这一点弥足珍贵。同时，《你好！
火星》又通过创新性的AI+8K的技术手段，让观众仿佛置身于神秘、荒凉的火星之上。纪录片通过深
入浅出的讲解，科普航天知识，传播航天文化，以不为人知的故事、普普通通的人物，彰显了小人物
身上的大情怀，弘扬了航天人勇于创新、勇攀高峰的航天精神。可以说《你好！火星》体现了中央广
播电视总台在新闻纪录片方面的专业性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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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火星》 第 4集 着陆

https://tv.cctv.com/2022/05/22/VIDE9XRo99ghQmVnmqwNDLRb

220522.shtml?spm=C55953877151.PjvMkmVd9ZhX.0.0

视频文本：

《你好！火星》第四集 着陆

【字幕：夏普山 好奇号拍摄（2014）】

【字幕：夏普山附近 好奇号拍摄（2014）】

【字幕：马拉松谷 机遇号拍摄（2016)】

踏足火星环顾四周，你的第一感觉是满目疮痍。整个行星表面布满了沙尘和石块，目力

所及都是一片红褐色，和地球上最为干旱的一些戈壁沙漠倒是风貌相近。

火星表面的大气虽然稀薄，不过大气层的种种活动倒是一点也没打折扣，反而比地球上

还要猛烈。天空有时会是淡淡的橘粉色,因为微细尘埃被狂风和尘暴扬到了高空中，它们会

飘浮很久，让天空染上自己的颜色。这里日落时的景象与地球不同，因为阳光里红色的部分

在通过大气的时候被散射掉了，来到你眼中阳光里蓝光的比例会增大，所以夕阳看起来让人

感觉到一丝寒意。

【字幕：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

2021 年 4 月 2 日，春寒料峭的北京，在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的大型实验室里，虽然距

离中国探测器首次着陆火星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但围绕着降落着陆等一系列关键动作的验证



实验，还在反复进行。

在进入舱降落过程中，依靠降落伞减速是其中重要的一个环节。

采访：张荣桥 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工程 总设计师 国家航天局

它难在哪呢？第一是高音速开伞，要在 450 米左右/秒的速度下开伞。

在如此快的速度下，降落伞打开的瞬间会产生巨大的制动力，相当于进入舱被猛地拽了

一下。

采访：孙泽洲 天问一号任务探测器系统 总设计师 航天科技集团

这个力很大，这个力大概能达到十吨以上。

【字幕：毅力号开伞演示动画】

不仅力量大，开伞后进入舱还会发生剧烈的抖动和旋转，产生大范围的运动，这有可能

导致着陆器错误判断自身状态。

【字幕：斯基帕雷利号开伞演示动画】

欧空局的火星探测器就曾经因为这个原因，使得任务失败。这项模拟实验就是验证开伞

后进入舱的传感器是否可以承受剧烈的旋转和抖动。

在实验场的另一侧，一整面墙都是一个大沙盘，沙盘表面颜色、反照率，以及粗糙程度

都是根据火星表面模拟出来的。

采访：何健 天问一号任务制导导航控制分系统 指挥 航天科技集团

实际上把火面转了一个 90 度，后面这个架子呢它可以这个横方向 X、Y方向移动，纵

向呢它也可以向 Z 轴的这个方向移动，同时这个轴还可以侧向地转动。就是模拟一个火星

着陆器。降落伞一开伞它可能会晃，会往左会往右地偏。那么我们就把它看成一个着陆器，

上面这个架子上会安排各种敏感器，比如相机、加速度计、计算机、陀螺，还有一些相关的

雷达。然后敏感器就会采集信息给到计算机，然后我们地面还有一些计算机控制了，就看这

些敏感器和软件的计算能力是不是达到了真正能够落到安全区，找到了一个平地。

通过一次次的模拟实验，技术团队为安全降落策略的算法迭代，积累下大量数据。虽然

探测器已经发射，但是它的软件却可以不断更新。

采访：耿言 探月与航天工程中心深空部 部长 国家航天局

探测器不到火星，设计完善不停止。每天我们都在关注着它在天上的实际的运行状态，

然后看看有没有我们之前没有想到的问题，新的状态就有可能会产生新的问题，所以就不断

地完善。

在另一个实验场中，1比 1 验证车正在下降坡道上模拟驶离着陆平台。

同期：车体开始移动

由于平台降落后可能会产生一定倾斜，如果遇到极端倾斜的情况，火星车走下去会非常

惊险。所以要模拟各种角度，看看火星车能不能顺利走下来。

采访：贾阳 天问一号任务探测器系统 副总设计师 航天科技集团

最担心的第一件事情是落完了之后车体的姿态，如果比如说超过我们的预期，好比说特

别大的一个倾斜的话，这对我们接下来的工作就比较困难了。

【字幕：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 2021.5.15】

2021 年 5 月 15 日凌晨，北京航天飞控中心控制室里一片宁静。每个人都紧盯数据屏幕，



火星探测的重头戏，令人窒息的落火程序即将启动。

同期：长城报告，根据当前遥测判断，探测器两器分离姿态建立正常。

此刻，探测器的姿态已经调整到环绕器主发动机喷口朝前。

【字幕：西安卫星测控中心阿根廷深空站】

0点 50 分，位于巴塔哥尼亚荒漠高原的阿根廷深空站，向天问一号发送指令，天问一

号减速降低轨道。18 分钟后 3000 牛发动机点火，探测器进入一条撞向火星表面的飞行弹道。

采访：朱庆华 天问一号任务探测器系统 副总设计师 航天科技集团

环绕器发动机冲前减速，减速完了之后转 90 度侧向建立分离姿态。

旋转 90 度就意味着环绕器与进入舱并不是沿着飞行方向进行分离，而是侧过身来，这

是为什么呢？

采访：孙泽洲 天问一号任务探测器系统 总设计师 航天科技集团

为什么要侧向分离呢？是为了减少我们分离之后的我们初始速度的误差。

【字幕：环绕器固连 C相机图像】

【字幕：分离相机 B图像】

4点 20 分，连接环绕器与进入舱的电缆脱落，接着在进入舱下面的 4 个螺栓起爆，分

离弹簧将两器推开。

采访：聂钦博 天问一号任务探测器系统 主任设计师 航天科技集团

我们两器分离的时候，相对的速度是 0.5 米每秒。我们在中间做了一个，一段时间的飘

飞。

此刻，环绕器和进入舱以一万八千多公里的时速撞向火星，但是它们却什么都不能做。

因为两器距离太近了，一旦启动调姿发动机，喷出的气流就有可能对彼此的飞行姿态产生干

扰。大约 10 分钟后，环绕器再次转身 90 度，将发动机朝后。环绕器与进入舱依依惜别，然

后 4台 120 牛发动机启动，抬升高度，逃离撞击弹道。从这一刻起，环绕器又开启了一项新

功能，成为着陆平台与火星车的通信中继星。

同期：根据遥测判断，着陆巡视器已转入进入准备模式

此时重达 1285 公斤的进入舱已经没有了回头路，通过背罩上的调姿喷孔，进入舱摆好

姿势，将直径 3.4 米的钝头大底朝前，在距离火星 125 公里左右高度进入大气。火星的大气

虽然稀薄，但是仍会有阻力。这将是一段恐怖的旅程，时间 9分钟，此前人类探索火星的历

程中，在这个阶段成功率不到一半。

采访：赵宇 天问一号任务探测器系统 主任设计师 航天科技集团

进入火星大气之后，如果姿态控不好的话，它会调头的。咱们现在进去的时候，是一个

钝头体进入，就是一个大的迎风面积。如果不控姿态，它万一要翻了，翻成一个尖头体朝前，

那就要成导弹了，那一头砸下来了。

进入舱飞入大气层的角度也很有讲究，飞行姿态有点像昂起船头在水面飞驰的快艇。进

入舱的几何轴线和它飞行弹道之间形成一个负 11 度左右的夹角，专业名词叫攻角。这使得

进入舱在受到大气阻力的同时还存在一定向上的升力，而且随着速度降低，调姿发动机还可

以控制进入舱不断调整倾角，保持升力控制，目的就是把大气的利用效率达到最高。

采访：杨昌昊 天问一号任务探测器系统 设计师 航天科技集团



从 120 多公里，到达 20 公里，这一段我们是气动减速的过程。90%的动能应该是靠气

动减速来实现的。大底部位，最高的温度能到 1200 到 1400 摄氏度。

进入大气 3分 55 秒，进入舱降到距离火面将近 16 公里，此时它的速度在每秒 650 米左

右。声音在火星大气中的传播速度大约是每秒 230 米，所以进入舱一直是在超声速飞行。然

而当高速飞行的物体在跨越声速的时候，会产生强烈的振动，这对进入舱保持正确姿态形成

了巨大挑战。所以就要在跨越声速之前，在超声速段就打开降落伞。

采访：赵宇 天问一号任务探测器系统 主任设计师 航天科技集团

最高的风险点应该还是在开伞附近，就是如何保证降落伞的一个正常打开，正常的顺利

打开，正常减速。

降落伞的迎风面是中心对称的圆形，当气流对称时抛出的伞包可以顺利打开，但是如果

气流不对称，降落伞就会因为受力不均偏离拉直方向，影响降落伞正常打开。以往历次火星

登陆任务失败大多数都是败在开伞段。

采访：孙泽洲 天问一号任务探测器系统 总设计师 航天科技集团

进入要有个攻角，要通过对于倾侧角的调整来产生升力。但我们真正开伞的时候又希望

整个几何的轴线与气流的速度方向变成一致，也就所谓的攻角回零。这样一来，气流的对称

性对于开伞是有利的。

美国探测器解决攻角配平的时候会抛掉一块 150 公斤左右的配重，但是对于航天发射来

说要花费巨大的发射成本，每多 1公斤就会多花 8000 到 10000 美元。更重要的是对于天问

一号来说，150 公斤的重量资源太过宝贵，首次探访火星的中国探测器会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呢？

突然间，背罩上部弹出了一个长方形的小窗。这是配平翼，是中国航天人的创新发明。

配平翼通过改变气动布局，利用大气阻力达到配平的效果，这体现出了在航天器设计上的中

国智慧。而且中国的配平翼系统重量仅有 15 公斤。

【字幕：开伞监视相机图像】

【字幕：降落相机图像】

大约 40 秒后，进入舱顶部弹出伞包，瞬间降落伞打开。20 秒后大底抛开，着陆平台的

底部暴露在空中，通过降落相机画面我们能够感受到幅度比较大的晃动。此时，测速测距雷

达打开，为着陆提供导航信息。

【字幕：平台监视相机图像】

2分 20 秒后，速度已经降到每秒 90 米，着陆器姿态趋于稳定，距离火星表面还剩最后

的 1.5 公里。着陆器抛掉背罩和降落伞，同时打开主发动机，向下喷火，动力减速开始。

采访：赵宇 天问一号任务探测器系统 主任设计师 航天科技集团

整个 EDL（进入、降落、着陆）过程咱就跟看历史剧一样，是没法干预的。

因为此刻，光从地球到火星还需要走 17 分 42 秒，在控制室里的人看到的，都是 17 分

42 秒前的状态。

采访：赵宇 天问一号任务探测器系统 主任设计师 航天科技集团

跟送孩子上考场一样，大人在考场外面等着，就只能盼着孩子考好成绩了。

接下来的操作似曾相识，因为天问一号继承了嫦娥落月的武功，着陆器通过一系列悬停、



避障等控制动作，逐渐逼近火星。

【字幕：降落相机图像】

【纪实段落，北指实况】

同期：站着！站着！

同期：长城报告，着陆巡视器依次完成悬停成像、避障机动、缓速下降，现已转入无控

模式。

同期：根据遥测判断，着陆巡视器转入无控模式。

北京时间 2021 年 5 月 15 日 7 点 18 分，中国探测器成功着陆在火星北半球乌托邦平原

南部。

【字幕：降落相机图像】

可以说这是完美的一落，因为着陆平台自己选择的这块地儿实在是太平坦了，平台仅有

0.3 度倾斜，火星车可以舒舒服服地走下火面。

采访：孙泽洲 天问一号任务探测器系统 总设计师 航天科技集团

大家说别着陆之前你们说风险很多，然后着陆之后很成功，看来你们别自己吓唬自己。

其实不是自己吓唬自己，那种客观的因素就是存在在那儿。但是你准备得充分了，你健壮了，

你适应这种风险的能力就强了，你的成功的概率就大。其实我们所做的工作就是把这种不确

定性对系统的影响降到最小。

降落 6 分钟后，火星车竖起桅杆，它叫祝融号，身高 1米 85，体重 240 公斤，有 6个

轮子。在桅杆顶部有一对导航地形相机，相机中间是车标，一方中国印章，内容是一个篆书

的“火”字，来源于一方收藏于故宫的宋代官印。降落 12 分钟后，坡道机构展开。

【字幕：落火状态监视相机 A图像】

【字幕：落火状态监视相机 B图像】

随后太阳能板依次展开，火星车宛如一只闪亮的蝴蝶。之后藏在身后的白色天线顺利展

开，车体和车轮与平台解锁，在着陆后的一个小时内，火星车按照程序自己完成了一系列动

作。一小时零一分，着陆平台上国旗展开。

此时，环绕器已经飞到火星南半球上空，火星车需要等待夜晚的来临。

采访：于天一 天问一号任务测控系统遥操作总师 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

火星车我倒是觉得某种程度上也算是个夜猫子，它不仅要白天的时候工作，晚上的时候

在后半夜的时候，凌晨大概两三点钟的时候它还要工作，它还要把夜间的这些状态要传递给

环绕火星的这个环绕器上。

火星车与地球之间的通信主要依靠环绕器做中继来实现，为此环绕器特意降低远火点轨

道高度，进入近火点 265 公里周期 8.2 小时的中继轨道，这样可以保证每天绕火星 3圈。

【字幕：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 2021.5.19】

【字幕：火星车导航地形相机环拍图像】

经过几天的等待，5月 19 日，火星车第一批影像数据终于传回地面，这是我们第一次

看到着陆点周围的景象。深黄色的火星表面遍布着碎石，还有一些小的撞击坑痕迹，远处还

有颜色略浅的沙丘。

就在大家在查看环拍照片的时候，突然发现在着陆点南边偏西的天际线附近有一个奇特



的物体。

【纪实段落，北指实况】

同期：那个有点像天涯海角的那块石头

这个石头很有意思

这是背罩吗？

这是背罩和降落伞吗？

对，就是背罩和降落伞！

他乡遇故知，这是来到火星后的第一份惊喜。

着陆第 7天，又是一个大日子。在着陆平台上摩拳擦掌充分准备了一周的火星车将要踏

上火星表面。

【字幕：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 2021.5.22】

同期：各号注意，我是北京，现在组织火星车驶离着陆平台状态判断

林海数传数据接收正常

叶河数传数据接收正常

【字幕：火星车前避障相机图像】

【字幕：火星车后避障相机图像】

这又是载入史册的一刻，2021 年 5 月 22 日 10 点 40 分，火星车沿着坡道缓缓驶离着陆

平台，在乌托邦平原上行驶了 0.522 米。

【字幕：火星车导航地形相机图像】

同期：火星车已行驶至火星表面预定位置，工况正常

张荣桥同期：很好，第一步就迈了 0.522 啊

【字幕：火星车后避障相机图像】

这短短一小段路程，标志着中国成为第二个实现火星巡视的国家。

火星车来到火面的时候车头向东，此后它转身来到了着陆平台东偏南 60 度方向，距离

平台约 6米处，为平台拍了一张标准照。

同期：那个是什么呀？

像小熊猫一样,一个盼盼还是什么

冬奥会的那个

原来冰墩墩和雪容融也跑去火星了。

着陆平台上虽然有相机，但是在降落 3小时后平台就关机断电了。现在，谁来为火星车

拍张照片呢？答案出乎意料。

采访：邹欣 天问一号任务探测器系统 主任设计师 航天科技集团

这一台相机它是含有自带电池的，同时它还有WIFI 的这样的一个无线通信的功能。它

从火星车释放分离下来，像母鸡下蛋一样，下了一个蛋放在火面上，之后火星车走开之后，

它跟火星车和着陆平台进行合影。

【字幕：火星车分离相机图像】

六一儿童节这一天，火星车来到着陆平台南边约 10 米处，下了这个“蛋”，一台分离

相机落在了火星表面。然后火星车退到平台旁边，占据 C位。分离相机拍下了这张合影，



解锁了航天摄影的新机位。

天上的环绕器也来凑热闹，6月 2 日 18 点，当它飞过着陆区上空时，高分相机拍摄照

片，对比着陆前此地的照片，着陆平台、火星车清晰可见。仔细观察，还能找到降落伞和防

热大底。此后，火星车就要独闯天涯了，它将开启对火星的巡视探测。

祝融号火星车，车长 3米 3、宽 3 米 2，太阳能板面积 4平米左右，峰值功率能达到 300

多瓦，它是迄今为止火星表面规模最大的太阳能动力火星车。

【字幕：导航地形相机环拍图像】

在火星车上携带了 6样探测设备。桅杆顶部一对导航地形相机就像火星车的“双眼”，

可以拍摄火星表面的彩色立体照片，探测火星的地形起伏，同时为火星车的导航提供支持。

在接下来的火星旅程中，导航与地形相机会成为“旅拍”主力，给我们带来火星上的新风景。

在双目相机之间还有一个多光谱相机，光谱就像是物质的 “指纹”，多光谱相机能快

速获得视野里某个谱段的信息，帮助我们判断火星表面的矿物成分。然而一个小小的镜头如

何来拍摄不同光谱下的照片呢？

采访：贾阳 天问一号任务探测器系统 副总设计师 航天科技集团

就是像左轮枪一样，九个档位，然后有一个电机，你现在需要在哪个档位上工作，就把

这个光谱轮转到哪个位置上来。

在火星车的前方有两根天线，好像蝴蝶的触角，这是次表层探测雷达，它们与车头下方

的高频雷达配合工作，探测火星表面以下 100 米范围内土壤的分层情况。看看有没有水。

在桅杆旁边还有一面会转动的小镜子，它和下面的一套装置构成表面成分探测仪，能分

辨出十多种元素和矿物。

采访：朱岩 天问一号任务有效载荷分系统 总设计师 中国科学院

它的基本原理就是用激光，主动发射激光打到物质表面形成电离，形成一个等离子体，

接收等离子体发射的光谱，这样可以分析物质的元素成分。

火星虽然失去了全球磁场，但还存在局部磁场，所以在火星车上携带了磁场探测仪，这

是首个火星表面可移动的磁场探测仪器。

【字幕：祝融号记录的火星风声】

在桅杆的下部，还有一套气象测量仪。可以获得火星上的温度、气压、风场、风速等等

气象数据，同时还有一个麦克风，我们可以通过它听到火星上的声音。

采访：李春来 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工程副总设计师 中国科学院

【字幕：环绕器高分相机预选着陆区成像】

【字幕：导航地形相机环拍图像】

其实我们三个月的停泊轨道对它的高分成像以后，我们得到了 0.7 米的分辨率的时候，

我们才知道这个地方跟过去，跟美国的那些数据一看，我们看了更细，完全不一样，还是有

很多特别好玩的地方，有很多特别值得探测的地方。下去以后，我们用环拍相机看以后，那

看到景象和我们在轨道器上看到 0.7 米分辨率又不一样了，所以我们又会发现更多不一样的

地方，认识也是不断地进步和深化。

著名行星学家卡尔·萨根曾经说过：“每当我们用新的仪器和大为提高的分辨率考察一

个世界的时候，就会出现一大批令人眼花缭乱的新发现。”



采访：张荣桥 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工程 总设计师 国家航天局

因为我们落的这个地方是叫古海洋带跟陆地带交界的区域，附近有新鲜的撞击坑，有沙

丘，远处还有泥火山，这些都是科学家感兴趣的地方。我们是希望能走得更远一些，探测的

信息更多一些。

人类对未知领域的探索欲望是与生俱来的天性，对于祝融号火星车来说，火星这个陌生

世界已经在它的脚下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它将与天问一号环绕器一起，帮助我们认知这

颗红色的星球。期待它们源源不断传来关于这颗星球的最新信息。

番外：

采访：张荣桥 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工程 总设计师 国家航天局

我不担心我们的产品质量，也不担心我们每个环节上的这种协同工作，担心的是什么

呢？担心的是我们那天降落遇到的人为不可控的天气因素，这是最大的担心。

说老实话在降落之前担心挺多，真正到了降落的时候什么都不担心了，因为什么？你

担心也没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