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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麦克默多站发射的科学探测器气球。图片来自NSF网站  

近日，美国宇航局（NASA）和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联手，成功在南极试飞了改进设计的探

测热气球样机。根据设计，这一超级热气球将携带大量的科研仪器在太空边缘持续工作100天甚至更长

时间。研究人员表示：这几乎开启了高空科学探测的新纪元，这一行动将把人类的高海拔探测技术推向

新的高峰。 

 

NASA华盛顿总部从事亚轨道研究的资深科学家W.Vernon Jones说：“这个超级科学探测气球的试

飞，是NSF和NASA在高空科学测量和控制方面进行的关键一步。试飞的成功表明：研究组的科学家找到

了一条加大气球运载量的方法，使该超级气球可以运载1吨左右的科研仪器飞向海拔11万英尺的高

空。” 

 

美国国家研究理事会（NRC）近10年的调查结果更加显示了超级科学探测气球的重要性：“天文学

与天体物理学在新千年的科学研究中将发挥重要作用”，而超级气球提供了廉价的介入空间环境的科学

和技术手段。 

 

新型探测气球于2008年12月28日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在南极的现代物流中心——麦克默多站

（McMurdo）试飞。2009年夏季，美国宇航局和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将进行年度高空科学探测行动，美

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南极管理计划将为其提供后勤支持，并将支持所有美国在南极的科学行动。 

 

2008年1月，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和美国宇航局通过发射3个长时间飞行探测气球，取得了南极气球

科学观测领域近20年来新的里程碑式的胜利。当时，这3个装载了有效载荷的气球在极地漩涡随平流层

的风向飘动，南极大陆上空一个持续低气压系统保持气球在高空停留6周。在这种轨道方式下，只需相

当于发射卫星的小部分成本就可以通过单台仪器对各种现象进行长期连续观测。 

 

据了解，南极夏季上空独特的大气环境能让科学家从附近的麦克默多站发射气球，并在数周后从几

乎相同的地点将它们回收。这段时间，每一个气球都环绕大陆飞行1至3周。新型探测气球的飞行高度超

过11.1万英尺，并继续保持这一高度几乎11天之久。研究小组的专家表示，这样做的目的是测试飞机的

耐用性和科学功能，因为这一气球采用了独特的南瓜形设计和重量很轻的聚乙烯薄膜材料，其厚度与普

通塑料食品包装大致相当。 

 

美国宇航局戈达德太空飞行中心（NASA Goddard Space Flight Center）超级气球项目办公室主任

David Pierce 说：“我们的超级气球研发团队取得了骄人的成绩：新型飞行器可以在高空持续飞行数

NSF与NASA在南极试飞超级观测气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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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这大大促进了高空科学探测手段的进步。这也使100日的均航时间和大型有效载荷的装备成为可

能。” 

 

对于执行超长期太空观测任务来说，超级气球的成本要远远低于卫星；不仅如此，其所装备的有效

载荷可以回收并得到重复利用。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这个超级探测气球外，另外两个载有夏威夷大学研制的脉冲天线的长期观测的

气球已经于2008年12月21日从麦克默多站发射，并仍保留在南极高空。它们的任务是寻找银河系以外的

高能量中微子存在的间接证据。马里兰大学的宇宙射线能量和质量实验（CREAM IV）的有效载荷于2008

年12月19日发射，并于2009年1月6日返回。这一实验是为了验证到达地球的高能量宇宙射线是否是银河

系超新星爆炸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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