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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太空探索，载人还是无人？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成

功迈出了征服外太空的第一步：2014
年 12月 5日，其新一代载人飞船“猎
户座”完成首次试飞，升上距离地球
3000英里的高空后顺利返回， 落入太
平洋预定海域， 其成功发射被视为
“美国航天的新起点”。 NASA放言，
“猎户座”注定将一马当先，有朝一日
将人类送往月球、 火星以及更遥远的
宇宙。

目睹这一重大时刻令很多在项目
背后默默付出的科学家们难掩激动和
喜悦。 在放弃了以航天飞机作为载人
航天器数年后， 美国人终于又能够期
待依靠自己的能力到达太阳系的其他
地方了。

但在另外一些人看来， 将人类送
入太空不仅成本高昂，而且徒劳无益，
最终还可能有害于真正的科学。 他们
认为， 相对低廉的机器人才是太阳系
探索的未来， 比如欧洲太空局已经成
功开展的“罗塞塔”和“菲莱”对 67P/
丘留莫夫－格拉西缅科彗星的探测，
而美国重返载人飞行任务的承诺令他
们失望无比。 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史
蒂芬·温伯格更是毫不讳言：“有一段
时间我还以为奥巴马总统想明白了，
打算断了美国将人类送上太空的念
想。 但不幸的是，随着‘猎户座’的试
飞，这个希望已经彻底破灭了。 ”

未来的太空探索，载人还是无人？
两大阵营态度鲜明，各执一词。

机器人
助手还是主力军？

据英国《卫报》报道，伦敦大学伯
贝克学院的天文学家伊恩·克劳福德
的观点很能代表“载人派”的立场。他
认为， 虽然现代机器人能够胜任一些
非常复杂的任务，但有些研究，却只有
人类才能开展。

“我们从阿波罗登月计划了解到
了很多， 但它们的着陆点都局限在月
球一侧的赤道附近。”克劳福德说，“它
们带回地球的样本都是月球表面的岩
石。 而在更远的月球另一面，有一片陨
石撞击过的区域。如果我们能够发掘这
些地区，并把样本带回地球，那么我们
对于地球及月球在遥远的过去是如何
形成的认知将会得到改变。 ”
“无人派”也有充分的理由。 英国

皇家天文学家马丁·里斯说：“看看太
阳系探索已经取得的伟大发现， 绝大
多数任务都是机器人探测器完成的：
土卫六泰坦上发现了大量碳氢化合物
湖泊，土卫二上存在地下海洋，都是很
好的例子。 ”

载人航天
阻碍了真正的科研？

从上述角度看， 依靠人类进行空
间科学探索缺乏正当理由，这也是温伯
格着重强调的。 在他看来，国际空间站
完全可以称为“轨道上的败笔”，从没
产生过重大的科学发现，除了一个宇宙
射线实验以外，而这个实验其实利用无
人卫星就可轻易完成了。 他补充说，事
实上， 整个载人航天计划耗资如此巨

大，却几乎没创造什么科学价值。
温伯格认为， 载人航天飞行阻碍

了真正的科研。 他举例说，2004年，时
任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宣布了 NASA
载人航天新构想，提出重返月球，进而
飞向火星的计划。 几天后，NASA决定
削减无人项目的经费，因为它们“无
法明确支持总统的太空探索愿景目
标”。 换句话说，为了支持载人飞行任
务，只好砍掉一些科学项目。

那么， 科研和载人航天就无法兼
顾了？克劳福德可不这么看。觉得机器
人工作效率更高，这只是个幻想。“试
想‘菲莱’，”他说，“它着陆 67P彗星
时的确反弹了， 最终只工作了两三
天———尽管这是非常、 非常重要的工
作。 而如果我们开展一个更大规模的
任务，有人类在探测器上，即使是复杂
的地形，宇航员也能够熟练地降落，也
就不会有反弹。之后，仪器包可以留在
彗星上，而岩石、土壤和冰等样本将被
带回地球仔细研究。 这就是载人任务
可以做到的。 ”

载人飞行贵得有理？

载人和无人飞行任务的科学回报
率不同，这一点可以通过 1972年的阿

波罗 17号载人登月任务和 2004年登
陆火星的“机遇”号探索任务得到生
动的展示。 克劳福德说。
“阿波罗 17 号在月球上呆了 3

天，宇航员在月球表面行走了 31公里
的距离。 他们还在月球上钻了一个 3
米的洞，留下了一系列仪器，带回了 76
公斤岩石。 ”
“而‘机遇’号花了 10年时间才

移动了总共 31公里。 更重要的是，它
没有返回任何形式的样本，没有钻孔，
只传回了有限的数据。 ”

克劳福德说， 基于阿波罗登月计
划发表的科学论文数量大大超过了所
有由机器人执行的月球和火星任务产
生的论文数量，“它的科学遗产远远大
于我们开展的任何其他探索任务。 ”

不过，这份遗产的代价不菲。 上世
纪 60年代和 70年代的阿波罗任务耗
资 250亿美元，抵得上今天的 1000多
亿美元了。换算一下，载人任务的成本
是机器人任务的 100多倍。

总之， 人类何时能成为未来太空
探索的主角还未可知。 但有一点是明
确的： 有一天我们可能会去往其他星
球，比如月球或者火星，不过目前的全
球经济形势注定我们没法提早启程。

（陈丹）

智能手机上“指点”
是在“重塑”大脑

每天频繁地在智能手机上
“指指点点”，会不会对大脑活动
带来影响？瑞士科研团队发现，在
智能手机触摸屏幕上大量的点击
和滑动操作直接带来了更多的大
脑活动， 给负责触觉的大脑皮层
留下了强烈的“印记”。

据洛杉矶时报 2014年 12月
23 日（北京时间）报道，研究人
员从 26个智能手机使用者和 11
个非智能手机使用者的设备中下
载了 10天的手机使用记录。然后
使用一种叫做脑电图描记法
（EEG）的技术对 37个志愿者的
大拇指、食指和中指进行了 1250
次刺激并测量他们的脑电波变
化。 随后将测量结果与手机使用
记录进行对照分析。结果表明，与
非智能手机使用者相比， 智能手
机使用者负责触觉的大脑皮层更
为活跃。 而且脑电波的变化强度
与操作手机的强度以及最后操作
时间直接相关。

研究发现， 在触摸屏幕上大
量、 重复的操作会不断刺激负责
指尖触觉的大脑皮层， 从而重塑
大脑指挥手指进行操作的方式。
研究人员认为， 个人数字技术正
在不断地重塑当代人大脑皮层的
感觉处理方式。

主导此次研究的阿尔科·高
希表示， 神经学科学家一直在研
究大脑对日常经历的“适应性”，
但是大多数研究都着眼于长期的
改变， 例如小提琴演奏者控制演
奏手指的大脑皮层区域与普通人
相比更大。 该研究是科研人员从
生活细节入手研究大脑“适应
性”的尝试。

（刘园园）

有一天我
们可能会去往
其他星球，比如
月球或者火星，
不过目前的全
球经济形势注
定我们没法提
早启程

生活·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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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投式侦察机器人———
抵达地点后变身拍摄

日本防卫省技术研究本部尖端
技术推进中心正在研制“手投式侦
察机器人”， 这种小型侦察机器人
可从窗户投入敌人或恐怖分子所在
的建筑物内，对室内状况进行拍摄。
防卫省目前正对其性能进行改良，
以配备于实战。 内置拍摄机的侦察
机器人为一个 11 厘米大小的球
体，重 670克。在投入指定地点后会
“变形”， 前后两端突出成为两个
“轮子”，可自由移动并对活动区域
进行全方位拍摄。

子弹会拐弯———
制导子弹可变方向

美国军方成功测试了一种 50
毫米口径的狙击弹。 这种新制导子
弹可改变方向，直到击中目标。

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
说：“对于军队狙击手而言，在通常
出现于阿富汗的强风和尘土飞扬的
地形等不利情形中用现有技术探测
移动目标，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狙
击手能够用更高精确度更快地解决
目标是至关重要的， 因为任何射击
失误都可能表明狙击手的存在以及
暴露他们的位置， 从而给部队安全
构成威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