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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新闻的速度、纪录片的品质宣传科普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

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共耗时 11 个月，任务周期长、时间跨度大，因此为宣

传报道的连续性带来了极大的挑战。《火星来了》系列科普短视频分三季共 30 集，

紧密围绕火星探测任务的“发射成功（20 年 7 月）、抵达火星（21 年 2 月）、着陆

火星（21 年 5 月）”三个任务关键阶段，每阶段选取最具新闻性、代表性和传播

性的 10 个选题，准确把握舆论高峰时期进行阶段性传播。《火星来了》以新闻的

速度、纪录片的品质为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的科普宣传作出贡献巨大贡献。

二、高效传播航天文化，激发民族自豪感

《火星来了》系列科普短视频打破以往航天工程科普纪录片风格单调、内容

生硬的情况。节目采用专家采访、高清 3D 动画和实拍相结合的表现手法，给观众

超强的视觉冲击，让观众更加直观感受到火星的原始风貌，了解到我国成功实施

火星探测器任务所面临的巨大技术挑战。配合通俗易懂的解说，生动有趣的比喻，

更是让观众对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有了更加全面、深入、细致地了解。《火星来

了》把我国为什么要实施火星探测任务、我国的火星探测任务对人类的贡献、我

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的自主创新亮点以及相关航天基础知识，以深入浅出、寓教

于乐的方式向广大受众进行有效传播，切实增强了广大受众的航天科学水平，有

效提高了我国航天重大工程的科普程度，大幅增进了广大青少年爱科学、爱航天

的学习热情，进一步激发了民族自豪感和社会凝聚力。

社
会
效
果

对话顶级科学家，把航天科普课堂搬上每个人的手机。《火星来了》系列科普

短视频采访了以欧阳自远院士、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工程总设计师张荣桥、“祝融”

号火星车总设计师贾阳等为代表的 10 余位院士、工程总师、副总师。让观众直接

对话我国的顶级科学家，并把他们对火星探测任务最权威的解读、最透彻的分析、

最高端的科普直接搬到了每个人的手机上。

截至 2021 年 12 月底，《火星来了》系列科普短视频三季共 30 集的全网播放

总量突破 6 亿次，并被人民日报、新华社、环球时报、科普中国等多家媒体账号

纷纷转载，总转发量达 12 万次。同时，《火星来了》还收获观众的留言达 3 万余

条和点赞 12 万余次。
《火星来了》系列科普短视频于 2021 年荣获由国家科技部、中国科协联合评

选的“2020 年度全国优秀科普微视频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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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来了》系列科普短视频是践行习近平总书记“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

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重要要求

的生动实践案例。该系列视频巧妙将新闻性与科普性相结合，把我国首次火星探

测任务以通俗易懂、轻松有趣的形式向广大受众进行了科学普及，对民众认识航

天、了解航天、热爱航天有着极强的推动作用，是不可多得的短视频佳作。

签名：

（盖单位公章）
2022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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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标题 《火星来了》系列科普短视频

序号 单篇作品标题 体裁
字数/
时长

刊播日期 刊播版面 备注

1
第一季

第一集 长征五号运载火
箭的力气到底有多大？

科普
短视频 3 分 30 秒 2020 年

7 月 23 日

中国的航天微
信公众号（国家
航天局官微）

2
第一季

第二集 火星离地球究竟
有多远？

科普
短视频 2 分 52 秒 2020 年

7 月 24 日

中国的航天微
信公众号（国家
航天局官微）

3
第一季

第三集 从地球到火星该
怎么走？

科普
短视频 4 分 04 秒 2020 年

7 月 25 日

中国的航天微
信公众号（国家
航天局官微）

4
第一季

第四集 为什么中国的行
星探测任务被命名为“天
问”？

科普
短视频 3 分 19 秒 2020 年

7 月 26 日

中国的航天微
信公众号（国家
航天局官微）

5
第一季

第五集 人类为什么对火
星情有独钟？

科普
短视频 4 分 45 秒 2020 年

7 月 27 日

中国的航天微
信公众号（国家
航天局官微）

6
第一季

第六集 人类是如何了解
火星的

科普
短视频 3 分 50 秒 2020 年

7 月 28 日

中国的航天微
信公众号（国家
航天局官微）

7
第一季

第七集 为什么人类的火
星探测那么难？

科普
短视频 4 分 12 秒 2020 年

7 月 29 日

中国的航天微
信公众号（国家
航天局官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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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第一季

第八集 为什么火箭能飞
到太空，飞机却不行？

科普
短视频 3 分 13 秒 2020 年

7 月 30 日

中国的航天微
信公众号（国家
航天局官微）

9
第一季

第九集 带你来认识中国
的火星车。

科普
短视频 3 分 43 秒 2020 年

7 月 31 日

中国的航天微
信公众号（国家
航天局官微）

10
第一季

第十集 火星车的越野能
力有多强？

科普
短视频 4 分 13 秒 2020 年

8 月 1 日

中国的航天微
信公众号（国家
航天局官微）

11
第二季

第一集 火星为什么是红
色的？

科普
短视频 2 分 44 秒 2021 年

2 月 8 日

中国的航天微
信公众号（国家
航天局官微）

12
第二季

第二集 细数火星上的几
宗“最”

科普
短视频 4 分 00 秒 2021 年

2 月 9 日

中国的航天微
信公众号（国家
航天局官微）

13
第二季

第三集 探测器要飞那么
远，如何被火星完美捕
获？

科普
短视频 3 分 43 秒 2021 年

2 月 10 日

中国的航天微
信公众号（国家
航天局官微）

14
第二季

第四集 环绕器和着陆巡
视器是如何分工的？

科普
短视频 4 分 12 秒 2021 年

2 月 11 日

中国的航天微
信公众号（国家
航天局官微）

15
第二季

第五集 火星探测器那么
远，如何跟它通讯？

科普
短视频 4 分 30 秒 2021 年

2 月 12 日

中国的航天微
信公众号（国家
航天局官微）

16
第二季

第六集 “天问一号”到
达火星后要开展哪些工
作？

科普
短视频 3 分 15 秒 2021 年

2 月 13 日

中国的航天微
信公众号（国家
航天局官微）

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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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第二季

第七集 火星上的天气是
什么样的？

科普
短视频 4 分 10 秒 2021 年

2 月 14 日

中国的航天微
信公众号（国家
航天局官微）

18
第二季

第八集 火星上到底有没
有水？

科普
短视频 4 分 30 秒 2021 年

2 月 15 日

中国的航天微
信公众号（国家
航天局官微）

19
第二季

第九集 火星那么大，天
问一号如何给他拍摄全
景照片？

科普
短视频 4 分 40 秒 2021 年

2 月 16 日

中国的航天微
信公众号（国家
航天局官微）

20
第二季

第十集 “天问一号”为
什么选择在乌托邦平原
着陆？

科普
短视频 3 分 30 秒 2021 年

2 月 17 日

中国的航天微
信公众号（国家
航天局官微）

21
第三季

第一集 着陆巡视器是如
何降落在火星上的呢？

科普
短视频 3 分 47 秒 2021 年

5 月 15 日

中国的航天微
信公众号（国家
航天局官微）

22
第三季

第二集 天问一号的着陆
地点是如何选择的？

科普
短视频 4 分 03 秒 2021 年

5 月 16 日

中国的航天微
信公众号（国家
航天局官微）

23
第三季

第三集 天问一号到达火
星这些天做了什么工
作？

科普
短视频 5 分 04 秒 2021 年

5 月 19 日

中国的航天微
信公众号（国家
航天局官微）

代表作

24
第三季

第四集 中国的火星车会
碰到它的地球朋友吗？

科普
短视频 4 分 07 秒 2021 年

5 月 21 日

中国的航天微
信公众号（国家
航天局官微）

25
第三季

第五集 火星车在火星上
会面临哪些严酷考验？

科普
短视频 5 分 30 秒 2021 年

5 月 23 日

中国的航天微
信公众号（国家
航天局官微）

代表作



7

26
第三季

第六集 火星车上都有哪
些黑科技？

科普
短视频 3 分 46 秒 2021 年

5 月 26 日

中国的航天微
信公众号（国家
航天局官微）

27
第三季

第七集 敢不敢跟火星车
比拍照技术？

科普
短视频 4 分 46 秒 2021 年

5 月 27 日

中国的航天微
信公众号（国家
航天局官微）

28
第三季

第八集 火星车如何做到
在地形复杂的火星表面
如履平地？

科普
短视频 4 分 09 秒 2021 年

5 月 31 日

中国的航天微
信公众号（国家
航天局官微）

29
第三季

第九集 火星之后我们会
去哪里？

科普
短视频 3 分 09 秒 2021 年

6 月 11 日

中国的航天微
信公众号（国家
航天局官微）

30
第三季

第十集 探火与探月有何
不同？

科普
短视频 4 分 31 秒 2021 年

6 月 15 日

中国的航天微
信公众号（国家
航天局官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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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科普百问短片《火星来了》文稿

《火星来了》第二季 第六集 《天问一号到达火星后要开展哪些工作？》
在过去的 2020 年，阿联酋、中国和美国接连发射了三个火星探测器。经过数月的太空长途旅行后，

2021 年 2 月左右，这三批“地球来客”将密集拜访火星这颗神秘的红色星球，各自承担不同的科学考察

任务。而这其中，代表我国出征火星的，正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天问一号”。

众所周知，“天问一号”计划通过一次任务实现对火星的“绕、着、巡”。形象地说，就是“天问一

号”不仅会环绕着火星进行探测；时机成熟时还将让着陆器降落在火星上；而后，巡视器也就是火星车

还将踏上火星的陆地，四处巡视，移动办公，把探测到的重要科学数据传回地球。而说完了工作方式，

我们不妨再说说天问一号此行的工作任务。

对于火星来说，人类最为关心的问题有三：一是火星上究竟有没有生命？二是火星本体，包括火星

的起源与演化、火星内部结构成分、火星地形地貌特征、火星大气层与空间环境。而第三则是要探讨能

否在火星建立人类第二个栖息地，移民火星，让火星为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服务。

为了寻找并不断接近这些问题的答案，几十年来，世界各国的科学家一直在努力。而在总结和回顾

人类历次火星探测任务的基础上，中国的科学家们也为“天问一号”布置了具体的工作任务，分别是：

对火星地形、地貌进行探索；对火星磁场进行探索；寻找火星地下水；对火星的重点地区详细探查；对

土壤成分、分布进行探索，以及对大气层及气候变化的探索。

【采访】朱岩 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探测器科学载荷总设计师

定了这几大科学目标。我们也是根据这些目标，确定了一共有 13 种有效科学载荷。其中在环绕器

上有 7 种，在火星车上我们也是配置了 6 种载荷。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为了能够完成任务，不负祖国的重托，“天问一号”可谓全副

武装，奔赴火星前线。而天问一号的十三种科学载荷也将协同作战，利用各种科技神器，让遥远而神秘

的火星能够更清晰的展现在世人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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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来了》第三季第三集《天问一号到达火星这些天都做了什么工作？》

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于 2021 年 2 月 10 日成功进入环火轨道，成为中

国第一颗人造火星卫星，实现“绕、着、巡”第一步“绕”的目标。

经 3次近火制动，2021 年 2 月 24 日“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成功进入停泊轨道，并在停泊轨道运

行了约 3个月时间，着陆巡视器于 2015 年 5 月 15 日成功落“火”。

小伙伴肯定会问：为什么要苦苦等待三个月之久，才实施落“火”？这三个月时间，天问一号火星

探测器是不是一直在“偷懒”呢？

答案当然不是。在这三个月时间里，天问一号一直在停泊轨道繁忙的工作。停泊轨道并不是最终飞

行轨道，它只作为中间过渡，让探测器做好全面准备，以便择机进行轨道转移并最终释放着陆巡视器。

这就好比一辆汽车在进停车位前，必须先沿着一条“停车轨迹”缓慢行驶，最终安全无虞完成停车。

在停泊轨道三个月的飞行非常必要，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就提出要实现“绕、着、巡”三大工程

目标，实现起来可谓难度巨大。一方面，环绕器是整个任务的基础，必须确保它的成功。仅有它能通过

大口径天线直接与地球联系，中继并转发着陆器和巡视器（即祝融号火星车）的信号。它携带了 7台核

心科研仪器，能“高瞻远瞩”全方位研究火星。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对火星的了解还不尽详细，着陆地

乌托邦平原的最新地形、地貌和气象条件等也可能与已掌握的科研成果有一定出入，天问一号探测器必

须对着陆地进行详细勘察后，才能确保着陆成功。

在这三个月内，天问一号环绕器所搭载的 7台科学仪器全部开机，紧张忙碌地开展探测工作。其中

最夺人眼球的是高分辨率相机和中分辨率相机，所拍摄的多批次全色图像，这些图像内，火星表面的小

型环形坑、山脊、沙丘等地形地貌清晰可见。停泊轨道的周期为两个火星日，也就是每隔两天环绕器就

会抵达近火点，近火点距离火星仅 280 公里，这时高分辨率相机和中分辨率相机，对着陆地乌托邦平原

的地形地貌进行精确成像，为着陆巡视器筛选出最理想的着陆点，最终的着陆成功跟这两台相机的出色

表现是密不可分的。高分辨率相机和中分辨率相机取得的科学成果，不仅让天问一号探测器成功落“火”，

还将帮助全世界科学家了解火星的地貌变迁，对了解火星这颗红色星球的演化历程具有重大科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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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问一号探测器的停泊轨道和最终的工作轨道，都采取大椭圆极地轨道，这意味着环绕器每次环绕

火星，都采取“时远时近，经过南北两极，全球覆盖”的策略。这样天问一号环绕器所携带的，磁强计、

离子与中性粒子分析仪、能量粒子分析仪等仪器，能在多种经度、纬度和高度详细分析火星的大气、电

离层、磁场和火星附近的行星际环境。它的次表层探测雷达，能通过“刺穿”火星浅层土壤，了解火星

表面和浅层地表的结构、组成成分和电磁特性等。矿物光谱分析仪则在探寻火星的矿藏，研究火星整体

化学成分与演化历史，探查火星上各种资源的分布。这些科学仪器正在为火星做着“全方位的扫描”。

天问一号抵达火星三个多月，许多数据还在源源不断的采集与传回，中国航天人对火星的“肖像画”

正在变得愈发立体细致。随着科研成果不断取得，中国航天人用自己的实力，给出了“天问，问天！” 的

最好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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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来了》第三季 第五集 《火星车在火星上会面临哪些严酷考验？》

熬过漫长的“恐怖九分钟”，“天问一号”着陆巡视器成功实现软着陆，迈出了火星巡视探测的第一

步。然而想要完成火星探测任务，祝融号火星车所遭遇的磨难与挑战才刚刚开始。

首当其冲面临的挑战就是能量来源。目前，大部分火星车都选择太阳能作为能量来源，太阳能获取

简单、成本低廉、稳定可靠且无穷无尽，祝融号火星车也采用了这一方案。然而，在火星上获取太阳能

却并非易事。众所周知，火星到太阳的平均距离是地球到太阳平均距离的 1.5 倍以上，火星太阳辐射能

量只有地球的 40%左右。另一方面，火星经常出现漫天蔽日的沙尘暴，稠密的沙尘遮挡住 90%以上的阳

光，细密沙尘还会附着在火星车的太阳能电池板上，这大大降低了太阳能电池板的工作效能，沙尘还会

影响火星车暴露在外的镜头、仪器和线缆等的安全。

我们的科学家，通过优化设计，克服了火星上能量补充困难这一严峻挑战。祝融号火星车，使用了

4片面积巨大的，三结砷化镓太阳能电池阵列，确保充足的能量供应。太阳能电池板通过应用特殊防尘

涂层，使得电池板抗沙尘能力与太阳能利用率大幅提高。

【采访】贾阳 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探测器系统火星车总设计师

我们在这个电池片玻璃最外层的表面上，也做了一种纳米的微观结构，让灰尘相当于不是落在一个

平面上，而是落在一个针床上，这样，一是它不容易落在上面，二是即使落在上面之后，如果有轻微的

风的扰动，或者是把这个电池板立起来的时候，更容易脱落。

当旷日持久的火星全球沙尘暴来临时，祝融号火星车则暂时进入休眠状态，蛰伏待机，等沙尘暴过

后，它将再次被唤醒投入工作。

有了充足能量供应，火星车就要开动起来，四处巡视了。为获取高价值的科学发现，它往往行驶在

地形地貌特征丰富，人类未曾了解过的区域，这也使得火星车巡视探测面临巨大的潜在威胁。

为此，科学家们为祝融号火星车制定了“火星安全行驶规则”，最大限度规避风险。为了安全行驶，

祝融号火星车巡航时，速度仅为 40 米/小时，这一速度“堪比”蜗牛。为了确保行车安全，它实行“走

一步，歇两步，看三步”的策略。火星车上装载的地形相机，在认真观察周边环境并作出判断后，祝融

号火星车才会迈出审慎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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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大部分火星车而言，在地球上还留有它们的“双胞胎”备份，当火星车在火星巡视遇到羁绊束

缚时，“双胞胎”备份将用来重现火星行驶环境，研究脱困方案。

火星上地形地貌复杂，尖锐的岩石与松软的沙砾，会逐渐破坏火星车动力系统。

2009 年，美国的勇气号火星车陷入沙坑，轮子故障无法脱困，一直被困到任务结束。目前正在开展

探测的好奇号火星车，也面临轮子破损带来的巨大威胁。我国祝融号火星车的动力系统，设计成了主动

悬架结构，它的六个轮子能独立驱动，且结构强度更高，这成为支撑它在火星驰骋的“风火轮”。

昼夜温差悬殊是下一个挑战。火星表面空气极其稀薄，不足地球表面的 1%，保温效应非常有限。

火星昼夜温差极大，白天可以超过 20 摄氏度，晚上却可能低于零下 110 摄氏度，巨大温差对火星车和

火星车上科学载荷的安全性和可靠性提出了巨大挑战。为了隔热保温，祝融号火星车采用纳米级气凝胶

和正十一烷集热窗等技术，确保火星车安全无虞度过漫漫长夜。

祝融号火星车面临的磨难还远远不止这些，宇宙射线暴、微陨石、极端天气（如沙尘龙卷风）等意

外事件都时刻威胁着它的安全。火星探测着实不易，让我们共同祝福祝融号火星车一切顺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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