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工智能可以为天问一号做点什么？ 

 

2020 年 7 月 23 日，“天问一号”踏上前往火星的旅程,历时 202 天，奔驰 4.75

亿公里之后，终于接近火星。2021 年 2 月 10 日，大年二十九晚上 7 点 52 分，

天问一号成功实施火星捕获，正式进入火星轨道，成为火星的一颗卫星[1,2]。

在未来的三个月内，天问一号还要进行一系列操作，最终稳定在火星轨道上，并

择机释放登陆器和火星车。 

 

 

 

 

图 1. 天问一号的旅程安排[3] 

 

 

人类很早就对火星充满了好奇，特别是对火星上可能存在的生命充满猜测。1960 

年 10 月，前苏联连发射了首枚火星探测器“火星 1A 号”，只不过连火星轨道

都没抵达就失联了。其后美国和苏联相继做了多次尝试，匀以失败告终，直到

1964 年，美国 的“水手 4 号”探索器终于掠过火星，并向地球发回了火星照

片。此后，不少国家相继发出火星探测器，成功率大约为五成。天问一号是我国

首个火星探测器，将完成登陆火星并在火星表面自由巡航任务。 

 

为什么火星探测这么困难呢？其中一个原因是信号延迟时间过长，导致地面指挥

中心无法对探测器进行实时控制。这些问题在嫦娥探月任务中也存在，只不过在

探索火星时更加突出。事实上，月球到地球的信号延迟只有 1秒多，但飞近火星

时的延迟会达到 10 分钟。不仅如此，当太阳、探测器、地球处于一条直线时，

通信将中断，称为“日凌”现象。在本次任务中，受日凌现象影响，天问一号和

地球的通信中断达 30 天[3]。 

 

通信的延迟甚至消失意味着靠人为控制基本不可能，探测器必须足够聪明，以躲

避风险，正确决策。 



 
图 2. 夜空中的火星照片 

例如，“天问一号”上配置了光学智能导航，通过对恒星背景和火星的高精度成像，

可以分析出探测器自身的飞行姿态、位置与速度，从而实现对火星目标的自主导

航。有了这一导航系统，探测器就跟无人驾驶汽车一样，就算没有地面信号，也

可以自主飞向火星了。目前，研究团队已经在天河一号飞行过程中验证了这一导

航系统的准确性，这标志着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二个掌握并在轨验证了火星光学自

主导航技术的国家。 



 

图 3. 未来天问一号的着陆计划[4] 

自主导航只是人工智能在火星探索中的一个小例子。三个月后，火星车即将登陆

火星表面，展开自主探索，那时才是人工智能大展身手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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