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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车怎么开？
要耳听六路眼观八方

在时代小学的校园里，可以看到很多航空航天元素，

有长征二号运载火箭的模型，孩子们种下的太空百合。

好几位五年级孩子告诉记者，他们曾在一年级时，去了文

昌与火箭“亲密接触”，亲眼看“胖五”发射。

参加这次开学第一课的是杭州市时代小学“钱学森

班”的孩子们。

“张叔叔好年轻啊！”当投影上出现张辉的脸时，同学

们都惊呼起来。

张辉是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遥操作总体主任设计

师，通俗地讲，就是火星车的“驾驶员”：对火星车进行遥

操作的驾驶，完成释放分离和巡视探测任务。从火星车

着陆火星那一刻开始，张辉和他的遥操作团队就要负责

对火星车的上行控制、下行接收处理等工作。

视频里，张辉穿着浅蓝色的工作服。他跟孩子们说，

自己刚刚值完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飞控的夜班工作，所

以是穿着工作服和大家连线。

他来到了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大厅，给同学们介

绍中国航天发展史。

大厅的一面墙上，一个个栩栩如生的浮雕记录了我

国航天的发展历程——有孩子们熟悉的我国航天员身着

航天服在太空中挥动着五星红旗的情景，有天宫系列空

间实验室与神舟载人飞船进行交会对接的情景，有空间

站的基本脉络图、航天员们在舱内工作生活和舱外漫游

的画面，有深空探测的蓝图⋯⋯

通过镜头，张辉带孩子看“胖五”、月球车模型。

他细心地介绍孩子们很感兴趣的月球车带回来的

“土特产”：“月壤采样的控制是通过机械臂来实现的，就

跟小朋友们喜欢的挖土一样，我们在月面上挖土，是通过

控制机械臂，像人手一样对月面进行挖取来获取月壤，再

通过返回控制着陆地面。”——这是张辉和他的团队历经

两天两夜，圆满完成了月壤的采样任务。

现在，他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参与火星探测任务。“我

们希望通过对‘火壤’进行探测，通过火星车移动，探索这

颗未知的红色星球。”

他说，要做火星车的“驾驶员”很难，要“耳听六路、眼

观八方”，每一个指令都必须准确、万无一失，要靠前期的

科学建模、科学规划和验证评估。他为了考一本“火星车

驾照”，准备多年。火星任务宣布圆满成功的那一刻，也

就是张辉的“火星驾照”顺利拿到的时刻。

“这里是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
开学第一天，杭州小学生收获惊喜——

开火星车的航天人
值完夜班和我们连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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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们好，我现在在北京

航 天 城 北 京 航 天 飞 行 控 制 中

心！”

昨 天 ，杭 城 各 中 小 学 开 学

报到日，杭州时代小学的同学

们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

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遥操作

总体主任设计师张辉应钱江晚

报“8090 航 天 人 ”报 道 组 的 邀

请，为孩子们上了一堂视频开

学第一课。

扫这里
看孩子们
与航天人的连线视频

未来会移民火星吗？
相约一起征服星辰大海

“我们现在学习的每一步都很重要，每一点知识的积累，

未来都是有用的。”张辉和同学们分享了自己的成长经历——

张辉来自安徽太和县，“我跟你们这么大的时候，还有很

多同龄人面临辍学，谈梦想是件奢侈的事。”

但他一步步脚踏实地地努力，2014 年，从中国科学技术

大学导航制导与控制专业研究生毕业后，进入北京航天飞行

控制中心，开始从事航天器控制工作，从偏远的小县城，走到

了飞控的“国家队”。

这些年，他参与了神舟十一号、天舟一号、嫦娥四号、玉兔

二号、嫦娥五号、天问一号等任务，“我最大的体会是在科技工

作中，科学精神至关重要。我们的控制岗位，手中的‘0、1’，

就是牵引航天器的‘风筝线’，每次实施指令都必须准确无误、

万无一失。靠的是严慎细实的航天精神，这种科学精神就需

要从小培养。”

在同学们最期待的互动环节，张辉给大家留了三个小问

题：“返回式卫星为什么要返回地面？什么是同步卫星，它有

什么作用？你怎么理解科学精神？”五年级的方吴越、陈安琪、

奚弘毅、沈雨泽四位小朋友的踊跃回答让张辉连连鼓掌。

孩子们也准备了三个问题来问张辉叔叔。有同学问我国

一共发射了多少颗卫星，有同学询问起人造卫星的极限寿命，

还有同学深刻思考了人类未来的去向：“现在人越来越多，随

着我国载人航天成功、火星探测器的发射，将来有没有可能人

类会移民火星，缓解地球的生存压力？”

张辉耐心回答道：“我能看出你们是非常专业的航天科普

迷，很多时间、概念都记得非常清楚，还有站在全人类的非常

忧国忧民的情怀。很多学者都认为火星可能是人类的第二个

家园，火星也有一年四季、有大气（虽然它的大气主要成分是

二氧化碳），火星曾经出现过水，是不是就已经具备人类生存

的条件？从现在火星的条件来讲，这是肯定不行的。大气、温

度、氧气、水，这些生命所需的基本要素，目前火星上没有。目

前的现代科学技术还不足以支持人类移民火星，另一个原因

是我们的运载能力和往返能力还不够。但这也不代表以后没

有可能性，通过技术的发展来实现对火星局部环境的改变，提

升我们的运载能力，这些都有待同学们一起，努力把科学技术

发展往前推。”

连线最后，张辉说，希望同学们始终保持好奇的精神，“无

论是对科学，对自然，还是对于现在的学习，要保持好奇。好

奇是我们人生最好的老师，同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做学习

的主人，要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要勇于发扬科学严谨的精

神，从小养成非常好的习惯。孩子们好好学习，长大报效祖

国，一起征服星辰大海！”

张辉张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