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闻 论坛 博客 分类信息 论文 科研网址 实名举报 科学时报社 | 电子杂志订阅 | English | RSS | 直播 

 
   

科学网首页>新闻中心>正文 生命科学 医药健康 基础科学 工程技术 信息科学 资源环境 前沿交叉 政策管理 

 

作者：孝文 来源：新浪科技 发布时间：2008-10-24 11:10:6

 

北京时间10月24日消息，据物理学家组织网报道，曾经登上过月球的美国宇航员巴兹·奥尔德林认

为，正如当年前往美洲的欧洲拓荒者清楚他们再也不会回来一样，第一批被送往火星的宇航员应该做好

余生都在那里度过的心理准备。 

 

作为第二个踏上月球的人，奥尔德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这颗红色行星比地球的卫星——月球

更有可能成为人类的居住地。78岁的奥尔德林在21日访问巴黎时说，火星上显然拥有大量冰冻的水，

“是更接近陆地的环境，而且比月球和任何其他地方都更适宜人类移居。在火星上生存下去更加容易，

因为它比月球为人类提供了更多生存所需要的东西。” 

 

巴兹·奥尔德林、尼尔·阿姆斯特郎和迈克尔·柯林斯飞往月球用了8天时间，并于1969年7月搭乘

“阿波罗11”号飞船重返地球。月球距离地球38万公里。然而前往火星是一件更加困难的事情。这颗红

色行星与地球之间的距离从最近点的5500万公里到最远点的4亿公里以上。即使在最有利的行星汇合

点，往返一次大约也需要1年半的时间。 

 

奥尔德林说：“这也是应该让前往火星的人在那里永久居住的原因。如果我们不愿意永远留在那

里，我认为我们就不应该花那么多钱去那里一次，然后就不再去那里了。如果我们将一些人留在那里，

而且可以确保他们的安全，你会在一年或一年半后再历经千辛万苦将他们带回地球吗？” 

 

美国宇航局和欧洲航天局正在为前往火星的载人航天任务草拟试验性计划，这项任务有可能在2030

年或2040年进行。根据从计划中的重返月球行动中获得的经验可以知道，这项火星任务大约需要6人，

需要生命支持系统，并需要把他们在火星上所使用的提前送上去。 

 

奥尔德林表示，稍后将有其他人加入这个先头部队，在那里形成一个由30人组成的火星殖民地。他

说：“他们前往火星时要有心理准备，清楚自己是第一批火星移民，而且不要指望能在一两年后重返地

球。30岁的人才有这种机会。如果他们接受这种安排，我们将对他们进行5年训练，然后把他们送往火

星。他们到65岁时，他们可以选择退休，或者我们可以让他们返回地球。” 

 

很多科学家争辩说，与可以进行更多科学研究的无人飞船任务相比，将人类送上火星其实是在浪费

钱财，而且他们还指出了将人类送往火星存在的风险因素：心理压力和被称作宇宙射线的高速运动的次

原子粒子对DNA造成的破坏。 

 

然而奥尔德林表示，因为地球和火星相距较远，二者之间的通讯需要花费一段时间，因此有人类探

索者在火星上迅速做出决定非常重要。前往火星为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提供了一个理由。载人太空飞行任

务的目的就是要做一些新的创新性的具有开拓意义的事情。 

 

关于这一点，奥尔德林认为，美国的航天飞机和国际空间站令人失望。他说，航天飞机和国际空间

站都没到达预期的目标。接二连三出现问题的航天飞机在2010年退役后，美国在接下来的5年内将不具

备载人太空飞行能力，此时国际空间站仍在建设之中，据一些人估计，这项工程的开支可能高达1000亿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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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拟2031年派人登火星 停留数百天进行研究 

 

科学家揭秘：美登月宇航员太空服为何肮脏不堪 

 

美国宇航员提出避免小行星撞击地球的新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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