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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6月10日消息，据国外媒体报道，如果罗伯特·祖布林能去火星走一趟的话，他肯定会在

行李箱中放上一个面包机——不仅仅因为面包是长途远征最适宜的食品之一，还因为在祖布林眼中，烹

调之行为有助于人们之间更好地相处，尤其当身处有点可怕、相对简陋、压力更大的环境之中时作用更

为明显。 

 

祖布林应该对此深有体会，因为他率领志愿者在北冰洋白令海峡冰面和炎热的犹他州沙漠进行了数

次模拟火星之旅，这些志愿者中有学生、科学家、记者和其它各阶层人士，只要愿意身穿仿宇航服，连

续在狭窄的机舱内呆上好几天的人都可以参加。这些模拟航行的部分目的，就在于研究在火星上生活和

工作的方法。不过同时也有其它方面的收获：那就是什么样性格的人最适合远涉3500万英里飞往火星；

什么样的人更适合于留在飞行控制中心执行观测任务。祖布林身为火星研究协会主席，该协会是一个拥

有7000名成员的国际组织。他决心要亲历亲为，飞往火星，“其他的人就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了。” 

 

不过对于祖布林或其它任何一位策划者来说，到达火星表面的心愿起码要花费20年的时间来实现。

为此，NASA和其它航天机构已经着手制订相关的火星之旅计划，因为届时宇航员们要面临人类前所未有

的生理和心理方面双重的巨大挑战。旧金山加州大学教授尼克·卡纳斯博士一直专注于宇航员心理学的

研究，他表示，“一旦人类决定飞往火星，就意味着没有前例可循，没有人知道将会发生什么。”卡纳

斯解释说，其中一项尤为重要的任务就是选拔出一组既能在工作中合作默契、又能在生活上相处融洽的

航天小组成员，因为这一飞行过程至少要历经两年之久，其中绝大多数时间都要在黑暗之中共同在一个

狭窄的航天舱里。 

 

今年，欧洲航天局和俄罗斯生物医学问题研究所计划将进行一次为期520天的联合模拟火星登陆飞

行，意在研究12名志愿者在极度孤独和禁闭条件下的反应。其中男性和女性的数目、年龄甚至文化背景

都需经仔细考量，以尽量避免在航天过程中发生不愉快的争吵，正如卡纳斯博士所说，“因为在航天过

程中不可能争执之时简单地起身一走了之。” 

 

另外，宇航员们也无法真正地与任何人自由交流，至少不能与地球上的人——这主要是因为在地球

和火星之间存在着44分钟的交流延迟，卡纳斯说，“这意味着宇航员们根本无法和自己的孩子痛快地聊

会天。因为距离如此之遥远，人难免会有被孤立之感。”这意味着参与往返火星登陆的宇航员们也不能

象在国际空间站工作的航天员那样，可以借助于来自地球基地的定期心理调适，避免由于失重等原因造

成思维和心理的混乱。(一位大夫解释说，在1961年前苏联宇航员尤里.加加林成为地球上首位进入太空

的人之前，专家们一直担心失重会致人精神分裂。) 

 

宇航员们也不可能接受意外礼物。在一般的太空站，当有人开始非常想家或情绪低落时，会有提供

供给的航天飞机及时送来家人制作的特别饼干或最喜欢的影碟；而在前往火星的航天飞机上，装饰家庭

相片、特别的小饰品，携带必要的书籍甚至植物，对这样长时间极为单调的太空飞行都至关重要，否则

的话宇航员们极易产生“我到底还在吗”的疑问。 

 

如果有人生病，不管是生理还是心理方面，整个机组都要有能力予以应对。卡纳斯表示，“如果有

人表现出自杀倾向，也只有在航天飞机上现地解决。”地面上的航空管制中心也许会面临很多艰难的选

择，比如是否要通知某位宇航员，他/她的某位家人已经去世或其它的不幸事件。 

 

不过在卡纳斯博士看来，最大未知应变之处并不是宇航员不能交谈或拿不到礼物，而是他们根本不

能清晰地看到自己的生身之处——地球母亲。对此，他甚至设想出一种情境：即“看不见地球”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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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纳斯表示，“人类历史上还从未有人将地球看成是天空中一个苍白而无关紧要的小蓝点，但航天飞机

上的宇航员们会看到这一点，这会对他们造成何种影响，目前尚不能估计。” 

 

位于休斯敦的NASA约翰逊太空中心心理学家沃尔特·塞普斯认为，要从历史书籍中寻找相应的答

案。他表示，“当早期的探险家们离开祖国在海上漂流之时，他们根本看不到自己的祖国，甚至连一点

影子都没有。实际上，他们的祖国远在地球的另一端。虽然形势不完全一样，但也是在不同的环境条件

下经历一样的事情而已。”与早期某些探险家的相似之处还有，在对未知土地或领域的探索过程中需要

付出最大限度的牺牲，太空先行者们或许也要为勇敢地前往一个从未有人类涉足过的星球而付出很高的

代价。塞普斯的问题在于，“我们是否要遵循当年海上探险者将逝者就地在大海中长眠的传统，一旦有

人死亡，就将其安葬于茫茫太空之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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