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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首个火星探测器“萤火一号”2011年将搭乘俄罗斯运载火箭，踏上访问火星的漫漫旅程。“如

果今年10月份火星探测计划不推迟，我们通过电视就可以看到一亿公里之外‘萤火一号’探测器探访火

星的全过程，而提供这一真实虚拟空间的就是深空探测三维可视化平台。”日前，作为火星探测三维可

视化平台技术负责人，石家庄铁道学院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分院院长赵正旭谈起推迟发射的“萤火一

号”，略带遗憾。 

 

按照计划，“萤火一号”发射后，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三维可视化平台将根据实时接收到的各类

测控数据，以三维形式展示其探火全过程，同时提供天地通信等各类必要的任务状态信息。 

 

“之前的航天飞行中，传回来的都是非常专业的数据，即使是专业人士分析起来，工作量也很大。

而现在的技术就是把数据转化成三维可视的飞行器运行状态及星空和空地运行环境的实时模拟。”赵正

旭说。 

 

“三维可视化系统的平台建设，包括很多高新尖端课题。”赵正旭介绍，“萤火一号”在火星之旅

中，将遭遇7次“长火影”（长期火星阴影），火星将运行至探测器和太阳之间，每次有8个多小时“不

见天日”；旅行途中它还将三度转轨后单飞。对可视化平台的构建来说，这些都是世界级的难题。 

 

赵正旭介绍，三维可视化系统平台可随时操控指挥飞行器运行状态，而且操控准确、精确度高；整

个系统还可根据飞行器运行情况，随时加入各种数据，具有非常方便灵活的全面扩展功能。更为突出的

是，该系统实现了飞行器的深层空间探测，可对整个宇宙的已知天体，包括陨石、慧星，甚至太空垃圾

进行三维可视化测控，系统技术具备世界领先水平，实现了我国深层空间探测技术的飞跃式发展。实时

性、精确性、扩展性、系统性等，构成了火星探测三维可视化系统的主要特点。 

 

据了解，火星探测项目是继载人航天工程、探月工程之后我国又一重大空间探索项目，也是我国首

次开展的地外行星空间环境探测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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