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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莱”成功登陆彗星 人类航天史再翻新页

十年追星十年追星，，为解亿年奥秘为解亿年奥秘
欧洲航天局彗星探测器“罗塞塔”在太空旅行十年，其分离的

“菲莱”着陆器，于北京时间 13 日零时 5 分许确认成功登陆彗星。

这是人造探测器首次登陆一颗彗星。

十年追星梦圆，对于人类意义重大，因为它将有助于揭开太阳

系形成的诸多奥秘甚至生命起源之谜。

德国当地时间 12 日 17 点 05
分（北京时间 13 日零时 5 分），位
于达姆施塔特的欧洲空间局控制
中心传来了阵阵欢呼声。负责此
次“菲莱”着陆器投放的航天工程
师们正式宣布了“菲莱”成功软着
陆“67P/丘留莫夫-格拉希缅科彗
星”（以下简称 67P）的消息。“我们

（的着陆器‘菲莱’）已经到达彗星
表面，‘菲莱’正在与我们对话。
它告诉我们，着陆器的起落架已
经扎进彗星表层。可以说，它此
时正坐在彗星表面，给我们传回
数据。”

于 2004 年 3 月 2 日发射的欧
洲彗星探测器“罗塞塔号”在经过
十年 64 亿公里的太空旅行之后，
在今年 8 月 6 日进入“67P”的轨
道。在环绕该彗星同轨道运行三

个多月后，欧洲空间局于德国当地
时间 12 日上午 9 点 35 分向该彗星
投放“菲莱”着陆器。

具体投放操作由德国航空航
天中心负责，具有高风险性，稍有
不慎，就有可能让这项耗资 13 亿
欧元的空间探索项目功亏一篑。
德国航空航天中心对此次投放过
程进行了长达六个多小时的直播，

“菲莱”于当天下午17点05分向达
姆施塔特的控制中心传回了信号，
这显示它已经在 33 分钟前软着
陆。对此，德国航空航天中心的专
家笛图斯解释说：“可以肯定的是，
菲莱已经十分漂亮地软着陆，‘站
稳脚跟’并开始与我们对话。就这
点来说，我们已经达到第一步目
标，可以说，我们今天书写人类航
天史的新一页。”

站上彗星与地球对话

航天专家、《国际太空》杂志执
行主编庞之浩评价说，“菲莱”创造
了新的奇迹。

庞之浩认为，此次登陆有几大
难点。

“人类探测器首次在彗星着
陆，没有任何经验，距离又很远，风
险极大。”他说，“67P”彗星距离地
球超过 5 亿公里，通信延时长达 28
分20秒。

同时，该彗星的形状很不规
则。与大多彗星呈土豆状不同，

“67P”的形状更像一只鸭子。这
种独特形状给“菲莱”登陆造成了
很大困难。为此，“罗塞塔”在今年
8月6日到达“67P”附近后，就开始
为“菲莱”寻找合适的着陆点。庞
之浩说，“罗塞塔”在距离彗星 100
公里处挑选了 5 个着陆点，又在距
离 30 公里处进行了更详细的探
测，最终在“鸭头”上选择了名为

“Agilkia”的 J 点 作 为 首 选 ，并 在
“鸭身”选择了C点作为备用。

据了解，如果“菲莱”与“罗塞
塔 ”分 离 失 败 的 话 ，就 会 错 过 J
点。等大约 4 个半小时后再次尝
试分离，如果成功就向 C 点降落，
还失败，就只能放弃登陆，继续组
合飞行了。12 日 16 时 35 分，两者
按计划在距彗星 22 公里处分离，

“菲莱”用相当于普通人慢走的速
度，向 J 点自由“落”去。这是由于
彗星上的引力大大低于地球引
力，所有十分轻微的碰撞所产生

的反弹力都有可能将“菲莱”弹回
太空。

然而要落准很困难。庞之浩
说，“67P”不但在飞行，自身还在
旋转，大约每12.4小时转一圈。“菲
莱”花费 7 小时落在预定地点，误
差不能超过一平方公里，对精度要
求很高。

降落过程中，“菲莱”按计划展
开了三条着陆腿，让人们松了口
气。如果着陆腿展开失败，可能导
致它登陆时翻滚或反弹。不过这
并非它面临的唯一风险，彗星表面
的大石块，以及喷射出的气体和尘
埃，都可能对登陆造成影响。

即便避开上述风险，“菲莱”在
落地瞬间还要防止被弹起。庞之
浩说，“67P”的彗核直径只有 4 千
米左右，引力很小，虽然“菲莱”与
之接触时速度不足每秒 1 米，还是
有可能反弹。

为此科学家为三条着陆腿设
计了缓冲减震功能，落地瞬间可以
吸收大部分撞击能量。此外，“菲
莱”顶部装有推进器，落地后点火
将它“压”向彗星，同时“脚尖”伸出
螺栓，“钉”入地面。

但是问题来了。在“菲莱”与
“罗塞塔”分离前，欧空局的科学家
发现顶部的推进器坏掉了，这将使
它“钉”在地面的计划泡汤。好在

“菲莱”还有后招，在接触彗核的同
时，它还会伸出一个叉钩，像船抛
锚一样把自己固定在彗星表面。

菲莱创造人类新奇迹

欧洲航天局 15 日清晨证实，
由于电量不足，彗星着陆器“菲
莱”已进入休眠。在此之前，它已
传回所有实验数据。

欧航局从其位于德国达姆施
塔特的欧洲空间运转中心发布消
息说，“菲莱”休眠前与地面控制
人员进行了近两个小时通信，其
间，它把登陆彗星后开展的所有
实验数据传回了地球。

欧洲中部时间 15 日凌晨 1 时
36 分(北京时间 8 时 36 分)，“菲莱”
与地面失去联系。欧航局表示，
除非“菲莱”的太阳能电池板获取
足够光照并转化成足够电力使

“菲莱”苏醒，否则地面控制人员
不可能再与“菲莱”建立联系。

在休眠状态下，“菲莱”的所
有实验设备和大部分系统会关
闭。

欧航局说，“菲莱”在“清醒”
的最后两个小时里接受了地面控

制人员指令，将机身旋转了35度，
以将身上较大的太阳能电池板朝
向阳光。

“菲莱”此前传回的全景照片
显示，它落在了一处峭壁的阴影
中。科学家解释，这意味着“菲莱”
在主电池电量耗尽后，无法从备用
的太阳能电池获取足够能量。

欧航局证实，“菲莱”登陆彗
星后启动了其携带的所有科学设
备，包括一个钻探设备，从彗星表
面以下25厘米处取样。科学家们
将研究“菲莱”传回的数据，以确
认所有实验是否都已完成。

“这台机器在艰难的环境下
表现极好。‘菲莱’取得了难以置
信的科学成功，我们为它感到万
分骄傲。”着陆器项目主管斯特
凡·乌拉迈克在一份声明中说。

欧洲航天局 13 日说，数据分
析结果显示，欧航局彗星着陆器

“菲莱”前一天着陆时曾两次弹跳，

即进行了三次着陆。
乌拉迈克当天在位于德国达

姆施塔特的欧洲空间运转中心介
绍，“菲莱”登陆“67P”时曾发生两
次弹跳，其中第一次弹跳持续大
约两小时，因此，“菲莱”应该没有
着陆在先前选定的最佳着陆点。

据了解，“67P”彗星将于 2015
年 8 月 13 日达到近日点，届时由
于温度过高，“菲莱”预计将被烧
毁，并在烧毁之前传回彗星近日
点的数据和图片供科学家们进一
步研究。

“罗塞塔”计划开始于 1993
年，前后耗资约 13 亿欧元。一些
媒体把“罗塞塔”的探测任务形容
为“一场赌注”。载有“菲莱”的彗
星探测器“罗塞塔”2004 年 3 月升
空，经过总长超过 64 亿公里的太
空飞行，终于在 2014 年 8 月，在距
离地球 4 亿公里的太空追上正不
断逼近太阳的彗星“67P”。

遇充电难题菲莱休眠

今年 8 月 6 日，欧航局宣布，
“罗塞塔”与“67P”实现“第一次亲
密接触”，地点是距离地球4亿公里
的太空；随后 3 个月，两者并肩飞
行，“罗塞塔”从一旁观察彗星；“结
伴而行”中，“罗塞塔”进一步探究
彗星，并锁定了合适的着陆地点。

不少人会有疑问，为什么选
择这颗彗星？

“67P”彗星诞生于 46 亿年前
太阳系形成初期。欧洲航天局高
级科学顾问马克·麦克科汉表示，
彗星一般都远离太阳，其“生命”中
最靠近太阳可能只有一次。“因此
我们要选择一颗现在靠近太阳、但
此前很久没有靠近太阳的彗星。”
显然，“67P”符合这个条件。

“罗塞塔”计划耗资约13亿欧
元。花这么大价钱值得吗？

“这绝对是值得的，”欧航局
“罗塞塔”任务主管弗雷德·詹森
说。他认为，“罗塞塔”项目将刷
新人们对彗星的认识。

迄今，“罗塞塔”已经动用多
重“感官”了解“67P”。

它 7 月曾对目标彗星拍照。
照片显示，与许多人预想的不同，
这颗彗星并不像个土豆，而更像
一只鸭子，预示着“67P”可能由两
颗彗星相撞而成。

上月，“罗塞塔”自身携带的科
学仪器发现，“67P”挥发化学成分的

“气味”类似于臭鸡蛋和醋的混合。
欧航局 11 日说，他们收集到

了这颗彗星的“声音”，这种响声
可能由其发射的粒子带电发出。

科学家们期待，这一项目对
彗星进行研究将有助于揭开太阳
系形成的诸多奥秘。天文学家认
为，彗星由太阳系诞生初期的物
质组成，由于它们自身温度极低
并置身于“天寒地冻”的宇宙空
间，就像一个飞行的“冰箱”，保存
着太阳系起源时的最原始物质，
对它们进行研究将有助于揭开太
阳系形成的诸多奥秘。

欧洲航天局“罗塞塔”项目科
学家马特·泰勒说，“罗塞塔（项目）
正试图解答关于太阳系历史的一
些宏大问题。婴儿时期的太阳系
是什么样？它是如何演变的？在
此过程中，彗星扮演着怎样的角
色？彗星是如何运行的？”

成功登陆后，“菲莱”将开展几
周至几个月的工作，就地进行测
量。庞之浩说，它随身搭载了十台
仪器，这些仪器体积微小，总重仅
26 公斤，但功能很强。通过它们，

“菲莱”将对彗星的物质成分、硬
度、密度等进行探测及采样分析，

同时拍摄图像。所获取的信息将
先传给“罗塞塔”，再传回地球。

庞之浩认为这些研究意义重
大，他举例说，地球上的水也有可
能来自彗星。因此对彗星的调查，
有助于了解地球上的生命起源，还
能了解太阳风的物理性质和化学
成分等，最终目标是帮助人类解开
数十亿年来太阳系的谜团。

此外庞之浩说，今年6月“罗塞
塔”就发现“67P”在不断喷射液体，
喷射量相当于每秒钟2杯，大约100
天能填满一个游泳池。这些物质是
什么，彗星上还有哪些奥秘，这都要
靠“菲莱”为我们解答。

在“罗塞塔”之前，人类对彗星
的探测多为飞近探测。此前唯一一
次与彗星“亲密接触”的案例是美国

“深度撞击”探测项目。“深度撞击”
探测器2005年1月发射升空，当年
7月释放撞击器击中一颗彗星，使人
类首次得以窥见彗星内部物质。

科学家们对“罗塞塔”探测项
目同样寄予厚望。该项目取名自
埃及罗塞塔石碑。这座石碑用象
形文字揭开了古埃及的文明与历
史。人们期待，“罗塞塔”项目也
能如古老石碑一样向人类揭示更
多的宇宙奥秘。

（据新华社、央视）

追星为解太阳系谜团

2004年 3月，“罗塞塔”探测器
由一枚阿丽亚娜 5 型火箭运载，从
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发射升
空，任务是在2014年追上目标彗星

“67P”并释放着陆器“菲莱”。
2005年 3月，“罗塞塔”探测器

首次借助地球引力改变速度和轨
道，并于2007年分别向火星和地球

“借力”调整飞行。2009 年 11 月，
“罗塞塔”第三次从地球旁边飞过，
借力调速变轨。

2008年 9月，“罗塞塔”探测器
近距离飞掠小行星“斯坦斯”，用所
携导航相机及光学和红外成像系统
对其进行全方位观测，并将数据传
回欧洲航天局。这些数据可以帮助
科学家更深入地了解小行星的成分
和形成过程，补充有关太阳系历史
的知识。

2010年 7月，“罗塞塔”近距离
飞掠小行星“鲁特西亚”，并传回首
批高清照片。观测结果证实，这颗
小行星是个不断旋转的长椭球形天
体，其表面布满陨石坑，说明它曾多
次遭受剧烈撞击。

2011年 6月，为节省能源，“罗
塞塔”探测器进入“深度睡眠”。直
至 2014 年 1 月，休眠 31 个月的“罗
塞塔”被欧洲航天局唤醒。

2014 年 3 月，同样自 2011 年 6
月进入休眠状态的着陆器“菲莱”被
唤醒，以便为年底着陆做好准备。
此时，“罗塞塔”与“菲莱”距离目标
彗星还有不到400万公里。

2014年 7月，“罗塞塔”距目标
彗星1.4万公里时拍摄的照片显示，

“67P”彗星由两部分连接而成，形
似一只橡皮鸭。同年 8 月，已飞行
超过 64 亿公里的“罗塞塔”成功进
入目标彗星的运行轨道。

2014年9月，科学家在上述“橡
皮鸭”彗星的头部为“菲莱”选定着
陆点。

2014 年 11 月 12 日，“罗塞塔”
与“菲莱”分离，“菲莱”借助目标彗
星的引力飞向着陆点。

“67P”彗星眼下正逼近太阳，
“菲莱”的隔热设计可让其在该彗星
表面坚持到 2015年 3月底。届时，

“菲莱”将因周围温度过高而停止运
转。“罗塞塔”探测器则继续绕目标
彗星运转，观察它接近并远离太阳
时的变化。

罗塞塔追星
回眸与展望

■链接

人类有两次彗星探测热潮。
第一次是在上世纪 80 年代，苏联、
欧洲和日本共发射 5 个彗星探测
器，其中欧空局的“乔托”探测器对
研究哈雷彗星起到重要作用。
1999年至今的第二次探测热潮，相
比前一次发生了质的飞跃。2005
年美国发射的“深度撞击”探测器，
撞击了“坦普尔 1 号”彗星，实现了
人类与彗星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随后它又飞向“哈特利 2 号”彗星，
成为首个近距离造访两颗彗星的
探测器。2004年，美国“星尘号”探
测器穿过“维尔特二号”彗星的彗
尾，用一个球拍状的尘埃采集器捕
获了彗星物质粒子，并于2006年返
回地球。

（据新华社、央视）

人类有两次
探彗星热潮

11月12日，控制人员在德国达姆施塔特的控制中心庆祝“菲莱”成功着陆。 新华社发

这张由欧洲航天局 11 月 11 日提供的照片显示的是从大约 7.8 公里距离拍摄
的彗星“67P”表面。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