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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系是 由太阳、行星及其卫星、矮行星 、小行星、彗星 

和行星际物质组成的一个天体系统 自古以来，人们只能凭裸眼 

观察来了解天体现象；16世纪初伽利略发明望远镜后，开启了 

望远镜观测时代，观测波段逐渐覆盖了 Y射线、x射线乃至可见 

光、红外和无线电波的整个电磁波谱，人类对太阳系的了解也得 

以逐渐深化。人类对太阳系的探测始于 20世纪 50年代末，从探 

测月球开始，逐渐发展到对地球邻近行星 (火星与金星)、其他 

行星、各类小天体以及太阳和行星际空间太阳风的探测。人类的 

空间探测，由近至远，由易到难，经历了近半个世纪，实现了对 

太阳系各层次天体和太阳系空间的253次探测。 

太阳系探测是在地球卫星应用、载人航天与空间站取得重 

大成就的基础上 ，向更广阔的太阳系空间进行的探测活动，是人 

类社会的物质和精神文明发展的需要，是科学技术进步的必然趋 

势。21世纪将是人类全面与精细探测太阳系各层次天体与行星 

际空间的新时代 ，也是将为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撑和服务 

的新世纪。 

未来的太阳系探测将 以月球与火星探测为主线，关注太阳 

活动与空间天气探测，适度开展太阳系其他行星、小行星和彗星 

的考察性探测。目前，各空间国家都相继推出并正在实施其太阳 

系探测计划：2005年，美国航宇局 (NASA)宣布了预算总额达 

1 040亿美元的雄心勃勃的月球探测计划，将于 2008年开始持 

续对月球进行无人探测，2018年重新载人登月，并在此基础上， 

再耗资 2 170亿美元开发和利用月球资源，把月球建设成为进一 

步登临火星与开展太阳系探测的跳板和前哨站，2025年实现载 

人登上火星；在已公布的欧洲空间局月球探测计划中，2020年前将 

进行不载人月球探测 ，2020--2025年开始载人登月，2030--2035 

年从月球载人登上火星：俄罗斯提出了建立月球基地 、开发利用 

氦一3资源 以及火星探测等计划：中国首次月球探测工程的圆满 

成功，标志着我国已经进入世界具有深空探测能力的国家行列 ， 

必将加速我国月球与深空探测规划的实施进程；日本、德 国、英 

国、加拿大、奥地利、印度、巴西和波兰等也都相继提出了各 自 

的月球探测与载人登月计划。 

月球是地球的天然卫星，是离地球最近的天体，也是开展 

太阳系探测的首选 目标。半个世纪以来，人类已经对月球进行了 

116次探测活动。未来的月球探测活动将朝着解决如下几个重大 

的科学与应用问题的方向发展 ：月球与地．月系统的起源与演化； 

月球特殊能源分布与利用前景的探测：月球矿产资源分布与利用 

前景的探测；月球空间环境与资源 (超高真空、无磁场、地质构 

造稳定、弱重力等)利用前景的探测；建立集科研活动与生产活 

动于一体的应用研究基地：建设长期驻留基地，进而利用月球逐 

步实施太阳系其他探测活动。 

火星探测始于 2O世纪 60年代，迄今为止，人类探测火星 

的航天活动共 41次。未来火星探测将侧重于：进一步探测近火 

星空间和火星表面的环境，，包括火星磁层、电离层、磁场和重 

力场等；检测火星大气层的结构、成分，气象和气候特征及其变 

化特征，寻找过去气候变化的证据，研究火星气象与气候的演化 

历史及未来变化趋势；精细探测火星地形、地貌、地质构造，土 

壤与岩石 的矿物与化学成分特征，特别是沉积岩的分布范围、形 

成的相对年龄 ，极地水冰与固态二氧化碳干冰的分布与变化特 

征，研究火星水体产生、演化与消失过程的探测与研究；火星内 

部结构的探测及与地球的对比研究，探讨类地行星的演化史；寻 

找火星 曾经发育过生命的证据；探测火星上可能存在的可利用资 

源；在火星上建立观察站和实验室的探索研究。 

金星大气的环流、超旋转运动、温室效应、演化，水的逃 

逸，地形地貌、物质成分、内部结构等是未来金星探测的焦点， 

而巨行星及其卫星的成分、结构与大气运动、空间与表面环境、 

具有固态外壳的巨行星卫星的地形地貌与地质构造 、水体与生命 

活动的信息、内部结构与物理场、演化过程与规律也是未来太阳 

系探测活动所关注的对象之一。 

利用不 同类型小行星样品来对比研 究太 阳系的形成和演 

化、研究小行星撞击地球的环境灾变以及寻找防止小行星撞击地 

球的技术和方法、探讨开发利用小行星资源以支持地球人类社会 

的可持续发展等是人类在小行星探测活动上将要实施的重点项 

目，而彗星的组成、结构、成分、轨道演变等也将成为探测的重 

要对象，为人类揭开生命起源之谜等提供重要线索。 

地球的大气、海洋 、生物活动 以及人类的许多活动都与太 

阳活动密切相关，特别是太阳的剧烈活动与爆发，对地球无线电 

通讯、各种航天活动等要产生极大的影响，因此，空间天气 的探 

测与预报工作对人类活动和社会的持续发展具有极为重要 的意 

义。 

总之，当今太阳系探测所关注的主要科学问题是：太阳系 

的起源与演化，太阳系的早期演化历史与类地行星演化的共性与 

特性的比较研究，探寻太阳系生命与生存环境 以及太阳系水体的 

探索，地外资源、能源与特殊环境的开发利用前景，太阳活动与 

行星际空问环境及对人类活动的影响，防御小天体撞击地球诱发 

气候环境灾变与生物灭绝，拓展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空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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