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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火星是迄今为止人类探索与了解最多的行星，并有望成为未来人类移民的目的地。火星移民的美好愿

景需要各学科研究者们的共同努力，其中工程建设是必不可少的一环。与地球工程建设相似，在人类到达之

前，必须解决原材料开发、就地施工、使用与养护等重大科学技术问题。本文基于人类火星探测任务历程与

系列探测成果，系统综述了可进一步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火星原位资源，并结合现代施工技术，提出了包括

3D 打印，无人施工等可行的就地基础设施建设手段。同时列举了火星能源探索的最新进展，并提出了可能的

火星原位能源开发策略。结合火星的极端环境条件，提出对建筑材料的基本要求及未来的研究机遇与挑战。

本文将为中国的火星探测计划与火星原位资源开发利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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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widely proposed that Mars will be the next destination for human to expand colonization. However, building up a 
habitat requires collective work from multiple disciplinaries of which engineering is an indispensable part. Similar to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on the earth, the technical issues of raw material, space construction technologies has to be 
addressed before human inhabitation. Based on the history of Mars exploration missions and a series of current Mars 
exploration results, this paper introduced the environment conditions on Mars, reviewed the research of the in-situ 
resources which could be further utilized for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on Mars and proposed feasible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technologies. Advanced Mars energy exploration research were listed and possible in-situ energy 
exploitation strategies were proposed as well. This paper provides an overview of in-situ construction material 
resources, possible construction methods and requirements for materials in extreme environment, which can be a 
valuable reference for future Mars exploration and possible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on the M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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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研究背景 

火星是太阳系八大行星之一，也是距离太阳第四近的行星。由于火星的自转周期及其黄赤交角（赤道平

面与公转轨道平面的夹角）与地球相似，所以它的昼夜交替和季节变化与地球非常相似 [1, 2]。火星的这些特

征及其独特的地形地貌引起了人们对火星探索和未来火星移民可能性的浓厚兴趣。到目前为止，火星是除地

球外人类了解最多的行星。世界范围内已有 30 多个国家的探测器在火星上陆续进行了详细的调查，获得了大

量有价值的数据和图像[2]。未来，各国的火星探测任务将持续推进，旨在进一步探索火星的外部环境条件和

内部结构，为实现人类移民火星的计划奠定基础。 

1.2 火星探测历史 

火星探测始于 1960 年，苏联发射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枚火星探测器“Mars 1960A”，该任务虽以失败告终，

但却是人类开始探索这颗红色星球的开始。2011 年，欧阳自远等[3]总结了 1960 年至 1990 年期间，火星的探

测任务主要由美国（8 次发射，成功 6 次）和苏联（15 次发射，成功 1 次）执行。1971 年，美国国家航空航

天局（NASA）发射的“水手 9 号”成功进入环绕火星轨道，并首次拍摄了高分辨率的火星卫星照片，在火星

轨道上工作近一年之久[4]。20 世纪末，美国“火星环球勘探者”是历史上最成功的火星探测任务之一，该任

务对火星的大气、气候、地质、岩石和土壤的成分进行了深入勘探与分析[5, 6]。步入 21 世纪，人们在宇宙科

学与技术方面不断取得突破与革新，火星探测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许多国家已经或正在计划各自的火星

探测任务，包括美国、俄罗斯、欧洲航天局 (ESA，简称欧空局)、中国、日本和印度[7, 8]。在 21 世纪初期，

美国和欧空局分别开展了其火星探测任务：2001 年 4 月 7 日，美国发射“奥德赛号”火星探测器（目前仍在

运行中），使用光谱仪和热成像仪探测火星上潜在的水和冰的证据，并研究火星上的地质和辐射情况[9]。2002
年，“奥德赛”首次发现火星表面及近地层可能存在大量冰冻水。2004 年，欧空局也宣布其“火星快车”探

测器在火星南极发现了冰冻水的证据[10]。2020 年 9 月，“火星快车”探测器的 MARSIS 探测雷达仪所采集

的数据分析结果显示，火星极地冰盖之下存在着三片以上水域[11]。2004 年，美国总统布什提出将人类移民火

星作为宇宙空间探索的终极目标。目前，美国已制定多项火星探测任务并计划在未来的十到三十年内将人类

送入火星：2002 年，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创立了美国宇宙探索技术公司（SpaceX），旨在降低太空运

输成本并开发可快速重复使用的发射系统 [12]。2008 年，SpaceX 获得 NASA 正式合同。在 2012 年 10 月，

SpaceX“龙飞船”将货物送到国际空间站开启了私营航天新时代。2020 年 5 月 30 日，SpaceX 成功地将载有

两名 NASA 宇航员的载人飞船送入轨道，成为第一家将宇航员送入国际空间站(ISS)的私营公司。然而，由于

目前新冠疫情（COVID-19）的流行，他们也采取了适当的隔离程序，防止宇航员将 COVID-19 带上国际空间

站[13]。2015 年，NASA 发布了人类探索和殖民火星的正式计划，该计划被称为“火星之旅”，如图 1 所示。

该计划分为三个阶段：“地球依赖”、“试验场”与“地球独立”。2016 年，中国也启动了首次火星探测任

务，并于 2020 年 7 月 23 日将“天问一号”探测器成功送入既定轨道，预计将于 2021 年 2 月在火星着陆，并

将巡视探测火星形貌、地质构造及气候特征等[14]。 

 

 
图 1 NASA绘制的“火星之旅”计划示意图[15] 
 

截至 2020 年，火星共有 8 台运行中的探测器，包括 6 台在轨探测器、2 台火星漫游车和 3 台在途探测器，

见表 1。人类历史上着陆过的火星探测器着陆点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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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运行中的火星探测器清单（截至2020年，按发射时间排序） 
名称 位置 国家 发射时间 状态 

火星奥德赛号 

Mars Odyssey 
轨道 美国 2001.04.07 

运行中 

（2001-2025） 

火星快车号 

Mars Express 轨道 欧空局 2003.06.02 
运行中 

(2003-2026) 

火星勘测轨道器 

Mars Reconnaissance Orbiter 轨道 美国 2005.08.12 运行中 

“好奇号”火星探测器 

Mars Science Laboratory Curiosity 
表面 美国 2011.11.26 运行中 

火星轨道任务 

（曼加里安号） 

Mars Orbiter Mission 
轨道 印度 2013.11.05 运行中 

火星大气与挥发演化探测器 

MAVEN 轨道 美国 2013.11.18 运行中 

微量气体轨道器 

ExoMars Trace Gas Orbiter 轨道 
欧空局/ 

俄罗斯 
2016.03.14 运行中 

“洞察号”火星探测器 

InSight 
表面 美国 2018.05.05 运行中 

“希望号”火星探测器 

Al-Amal 
在途 阿联酋 2020.07.20 在途 

“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 

Tianwen-1 
在途 中国 2020.07.23 在途 

“毅力”号火星探测车 

Perseverance rover 
在途 美国 2020.07.30 在途 

 
图 2 火星探测器着陆点(截止2020年12月16日)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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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目标 

人们认为，火星将成为适宜人类居住的下一个栖息地。然而，火星移民计划需要来自多个学科研究者长

期的共同努力，而基础设施建设将成为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与地球上的城市建设一样，原材料开发、

宇宙空间下的建设技术、智能管理与养护等系列重大科学技术问题必须在人类到达之前解决。本文综述了近

年来人类火星探测取得的一系列成果，重点梳理了可进一步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各类火星原位资源，并结合

现代施工技术，提出了包括 3D 打印，无人施工等可行的就地基础设施建设手段。 

 

2   火星环境概述 

2.1 地形与地质 

Kamps 等人[17]通过聚类方法，利用小型侦察成像光谱仪（CRISM）的多光谱映射模式数据绘制出构成

火星表面的不同类型地形图。其主要地形有平原、盆地、火山、山脉、峡谷等。Putzig 等人[18]通过对流层发

射光谱仪数据，发现了火星大部分地区的地质层具有不同的热行为。在火星的中纬度地区分布着陆壳或沙漠，

而在极地地区则分布着尘土覆盖的岩石和冻结带[19]。  

Bibring 等人[20] 在南部与北部地壳中均发现了铁镁质硅酸盐，在北极冰冠中发现了冰和霜，在南极发现了二

氧化碳冰。美国火星探测器“奥德赛号”发现火星表面主要是玄武岩，其中一些富含橄榄石[21]。“洞察号”

探索了火星地表下的结构，主要由红色土尘、风化层和大块岩石组成，如图 3 所示[22]。它还探测到火星是一

个地震活跃的行星，但观测到的地震震级较小[23]。 
 

 
图 3 洞察号着陆器下的浅层地下结构断面[22] 
 

2.2 大气组成 

火星大气的组成与地球不同，如表 2 所示，地球大气主要由 78.08%的氮气(N2)和 20.59%的氧气(O2)组成，

而火星大气仅由 2.59%的氮气和 0.16%的氧气组成。火星大气中占比最大的是二氧化碳(CO2)，并随火星温度

变化不断在干冰和气体之间转换。与此同时，由于火星表面的引力只有地球的 38%，导致了更多的气体逸出。

致使火星平均气压较低，为 0.636kPa，而地球平均气压为 101.325kPa [24]。另外，由于极地地区二氧化碳的季

节性凝结，火星的压力每年变化率在 20%左右[25]。 
 

表 2 火星和地球的主要大气成分对比 
大气成分 火星（%） 地球（%） 

CO2 95.1 微量 

N2 2.59 78.08 

Ar 1.94 微量 

O2 0.16 2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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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 0.06 M* 

 

2.3 气候条件  

火星到太阳的距离是 228 万公里，是太阳到地球距离的 1.5 倍。因此，火星接收到的 586.2 W/m2太阳辐

射远小于地球接收到的 1361.0 W/m2 太阳辐射 [25]。这导致火星的平均温度比地球低，温差更大。火星表面的

平均温度为-63℃，日最大温差为 60℃，而地球的平均温度为 15℃，日最大温差为 30℃[24]。 

 

3  面向基础设施建设的火星原位资源 

原位资源利用（ISRU）是指收集、处理、储存和使用在其他天体上发现或制造的材料来替代地球上的材

料。研究表明，ISRU 可以提供包括水、火箭推进剂和建筑材料在内的一系列相关材料 [26-29]。土木工程和

表面施工是 ISRU 的主要领域。本文则主要论述可用于建筑材料的火星原位资源研究。 

 

3.1 火星土壤 

3.1.1. 火壤概述 

多源遥感探测和原位探测数据均表明，火星表面覆盖着大量未固结或弱固结的风化物质。目前，这种物

质的定义各不相同，主要包括：风土、风成或河流沉积物、沉积物、灰尘和土壤。2020 年, Certini 等人[30] 强
调有必要从火星土壤的组成和形成的角度统一目前的术语，并认为最好使用“土壤”一词来表示火星上未固

结的沉积物。然而，由于已知的信息有限，需要进一步研究土壤的详细分类。图 4 所示的火星土壤在经过筛

分后可能会作为建筑材料的集料施用。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火星样本返回地球，但是在火星车和轨道飞行器

的协助下对土壤进行了远程研究。 

 

 
图 4 火星土壤（由美国宇航局的好奇号火星探测器拍摄, 2014）[31] 
 

3.1.2. 模拟火壤 

火星土壤只有在地球上合成，用于测试和开发后才能在火星上利用。因此，研究人员基于各种火星探测

器反馈的探测数据，重点研究对火星土壤（火壤）的模拟（图 5）。一方面，模拟土壤可以满足科研需求：

如天体生物学实验、国际空间站实验、风洞实验、基础设施开发等。另一方面，也可用于探测器在火星表面

的着陆、移动和钻孔测试模拟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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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模拟火壤样本JSC MARS-1A （由美国宇航局马歇尔太空飞行中心(MSFC)研发） 
 

火星土壤模拟物的传统形成方法包括全岩模拟和单矿物模拟。全岩模拟方法通常选择矿物和化学成分与

模拟土壤相似的岩石。单矿物模拟方法则根据模拟土壤的物质组成，选择单一矿物作为原料，或选择不同矿

物作为原料。干燥后，将原料粉碎并筛分成不同大小的半成品，然后根据模拟对象的特征进行混合。2011 年, 
欧空局的 Gouache 等人[32] 使用陆地材料研发了三种类型的模拟火壤，并对其物理特性进行了测试。2017 年, 
Chow 等人[33]证明火星土壤模拟物 Mars-1a 可以在无添加剂的情况下直接压缩成固体，揭示了火星原位资源

利用的一个可能方面。2018 年, Scott 等[34]利用新西兰班克斯半岛的橄榄石玄武岩和火山玻璃制备了模拟火

壤，并能有效复刻火星上古谢夫陨石坑的哥伦比亚山地区发现的物质。2020 年，刘汉生等人 [35] 系统地回顾

了国内外典型模拟火壤的研究进展，并提出了进一步开发各种类型火星土壤的必要性。 

美国、欧空局和俄罗斯在模拟火壤技术方面更先进，而中国仍处于起步阶段。目前，模拟火壤已有 40 多

种，覆盖火星表面的不同部分。除典型的玄武岩外，还包括酸性、碱性、粘质、泥岩、高氯酸盐、氯化物、

硫酸盐、碳酸盐、赤铁矿等火成风化岩[36]。美国、俄罗斯、日本、中国等也分别计划着一系列火星样本返回

任务[37, 38], 这将使实际的火星土壤返回地球，进行比在火星表面就地分析更高端、精准的研究。 

 

3.2 玄武岩 

玄武岩也是火星表面一种常见的岩石。玄武岩是一种火成岩，由暴露在类地行星表面或其附近的富含镁

和铁的熔岩冷却而形成[39, 40]。2000 年, Bandfield 等人[41]利用火星全球探测器(MGS)的 TES 数据，确定了火

星低反照率区域的组成和分布，提出该区域由斜长石和斜辉石组成的玄武岩和由斜长石和火山玻璃组成的安

山岩组成，如图 6 所示。2007 年, Roger 和 Christensen [42]利用 TES 将火星表面岩石分为 4 类:富含高硅玻璃

的石灰灰玄武岩、含橄榄石的辉石玄武岩、含橄榄石的石灰灰玄武岩和含石灰灰玄武岩。2015, Kading 和 Straub 
[40] 提出了一项未来人类火星探测任务，即利用火星上常见的原位玄武岩资源结合 3D 打印技术建造基础设

施。 

 

 
图 6 火星南部高地的玄武岩分布 (绿色代表玄武岩)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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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武岩可广泛应用于建筑(如作为建筑砌块或路面材料)、制作鹅卵石和装饰工艺品。玄武岩加热挤压产生

石棉，石棉是一种保温材料。然而，与火星土壤类似，必须在陆地上对火星上的几种玄武岩成分进行表征，

以便更好地了解其在火星环境中的用途。 

 

3.3 火山灰 

火星上有许多火山地貌。大型盾状火山主要分布在塔尔西斯隆起和极乐高地。在爆发的火山运动中，固

体岩石和熔融浆液被分解成细小的颗粒，形成火山灰。火星之所以是红色的，是因为在古代，火星表面覆盖

着大量含铁火山灰，经过氧化后变成了红色。“火星快车号”探测器拍摄了子午线平原上的火山灰沉积物，

如图 7 所示，主要由辉石和橄榄石组成。火山灰与石灰(CaO)在室温和有水存在的情况下发生反应，形成具有

水力胶凝能力的水合物。因此，它可以作为水泥的搅拌材料和研磨后的混凝土的外加剂。 

 
图 7 火星Meridiani平原的火山灰沉积物 
 
3.4 火星混凝土 

火星混凝土的制备与应用需要对火星现有的原位资源进行全面的综述。要在火星环境中制造混凝土，首

先要探索生产混凝土的潜在原材料，包括粘结剂、水和骨料。如前所述，火星的玄武岩与筛分后的火壤可以

作为粗、细骨料。另外，最新的探索结果表明火星上存在冰，因此水可以通过部分手段制备获得[11, 43]。对

于潜在的粘结剂，水泥是地球上常用的粘结剂，硅酸盐水泥的主要化学成分是氧化钙、二氧化硅、氧化铁、

氧化铝和水。水泥能在空气中或水中硬化，并牢固地将砂石等材料粘结在一起，是良好的建筑材料。因此，

如果类似的材料可以在火星环境中找到，混凝土的生产将成为可能。 

自 2006 年以来，NASA 团队一直在研究多种类型的粘结剂，并将它们与火星土壤混合用于建筑应用[26]。
2016 年，Wan 等人[44] 结合火壤和熔融硫粘结剂开发了火星混凝土，发现这种混凝土具有更高的强度，在火

星大气压力和温度范围内施工可行。NASA 现在已经扩大了研究范围，包括其他可以在行星表面产生的粘结

剂，如硫、聚合物等。2017 年, Ordonez 等[45]研制了普通硅酸盐水泥(OPC)和基于氧化镁的 Sorel 水泥并对其

进行了超高速冲击性能测试，结果表明骨料的级配将影响材料测抗冲击性能。2018 年, Scott 等 [34] 指出可

以开发橄榄石水解(即蛇纹岩化)及其相关产品。包括使用菱镁矿(MgCO3)生产镁基水泥，这一过程中产生的氢

(H2)可以作为能源加以利用。Reches [46] 系统列出了火星上可能适用的粘结剂类型，包括玄武岩、石膏、蛋

白石和硫酸铁等。图 8 显示了文中提出的火星混凝土采用的粘结剂、集料的具体配方[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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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FA 表示细骨料, CA 表示粗骨料 
图 8 火星混凝土的适用成分[46] （从左至右依次为粘结剂、骨料和混凝土试件） 
 

可以参考的是，利用月球土壤制备混凝土目前已有相当的研究成果，所采用的粘结剂包括树脂、环氧树

脂和地质聚合物。此外，还有一种使用地聚合物开发的混凝土衍生物。地聚合物是由铝硅酸盐原料与碱性溶

液（NaOH 等）反应而产生的材料。Montes 等[47]的研究表明这种地聚合物粘结剂可以从火星风化层中生产出

来，其抗压强度可达 16.6~33.1MPa。 

 

3.5 金属与合金 

2009 年, Fairen 等人[48] 对玄武岩风化过程中火星上流体的冻结和蒸发过程进行了模拟，发现在低温

(273K 以下)下，Si、Fe、S、Mg、Ca、Cl、Na、K 和 Al 中有相当一部分仍保持液态。2018 年, Naser [49] 提
出虽然金属在火星上并不容易获取，但现有的这些元素可以被提取并用于生产金属和合金。2019 年, Naser [27, 
28] 进一步提出在各种金属中，镁，铁和铝由于其机械性能和在建筑中的使用，适合在火星上进行早期的开发

研究。 

 

3.6 火星能源开发 

事实上，许多火星原位资源开采加工活动涉及复杂的机械操作和能量转换，且大多以电力为主要能源。

目前用于火星探测的先进能源技术是放射性同位素温差发电技术和太阳能电池板，大多数运行中的火星车和

探测器使用太阳能和核能作为驱动能源。此外，智能配电管理和储能技术也在逐步发展。 

1. 放射性同位素温差发电技术：利用热电转换效应，将放射性同位素的衰变热转化为电能。这种发电方法

虽然效率低、成本高，但能质比高，使用寿命长。由于该方法不受外部环境的影响，已成功应用于军事

侦察卫星和通信卫星。在月球表面和深空探测等宇宙空间任务中，它仍然是首选的核动力源。目前，美

国仍然是世界上放射性同位素温差发电技术的领军者； 

2. 太阳能电池板：指利用单个太阳能电池形成方阵将光能转化为电能的电力系统。太阳能电池板在航天器

上的两个主要功能是：提供传感器运行动力和推动航天器(即太阳能电力推进)。迄今为止，太阳能已被广

泛应用于围绕火星运行的航天器，如火星全球勘探者（Mars Global Surveyor）和火星观察者号（Mars 
Observer），如图 9 所示。目前，太阳能仅用于为各种火星探测器提供能源。在未来，是否有可能直接聚

焦太阳光，将太阳能转化为机械制造的动力？2017 年 ESA 曾将聚光设备与 3D 打印相结合，在 1000℃下

开发月壤转，验证了太阳能 3D 打印工程材料的可行性。类似的研究是否也可以在火星上进行？但值得注

意的是，火星表面的沙尘暴会很容易覆盖太阳能电池板，导致发电效率显著降低。为了有效解决这一问

题，首先可以在地球研究太阳能电池板在沙漠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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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安装太阳能电池板的火星观察者号 

 

3. 其他潜在火星原位能源：依靠太阳能电池或同位素热电发电机将不能提供充足和持续的能源供应。因此，

只有开发原地供能技术，才是在火星表面实施各项任务的关键。火星探路者号、好奇号等多个火星探测

器对火星表面风速的探测结果发现，火星表面风速一般为 2~7 m/s，但也记录了 40 m/s 的风暴。沿着火星

经度的大气压力和温度的差异会在火星表面造成巨大的沙尘暴。火星表面的沙尘和尘暴会严重影响火星

的探索和太阳能的利用，但另一方面，它们也是潜在的风能资源。利用火星风力资源主要是将大气粒子

运动的部分动能转化为电能、热能或机械能。今后有必要加强对火星大气环境和风况的探测。在火星上

建造风力发电设备，需要尽可能降低设备的质量，采用新材料、新设计，使风力发电系统能够适应火星

的低温、沙尘暴等恶劣气候条件。 

 

4  火星表面施工技术 

原位资源必须被处理和建造成人们可以使用和居住的基础设施。2019 年, Reches [46] 设想了采用火星混

凝土来建造混凝土结构,如图 10 所示。这也表明，我们在地球上所生产的混凝土在火星上并不总是可行的，

需要结合太空环境条件与气候等具体分析。 
 

 
图 10 具有不同材料特征的火星混凝土构筑物[46] 
 

4.1 加工方法 

火星土壤的加工方法可以借鉴月壤的相关技术。在月壤方面，研究者们[50, 51]提出了大量的土壤原位处

理方法，包括常温下碱活化、月球混凝土等技术，以及燃烧合成、蒸汽干燥搅拌法、烧结法等高温技术。还

有一些研究人员 [50, 52] 提出的策略包括干拌蒸压养护混凝土(DMSI)方法和硫磺混凝土作为非水力混凝土衍

生建筑材料。利用太阳能烧结在未来有望成为火星混凝土生产的一项主导技术，因为火星表面缺少大气，因

此可以获得更多的太阳照射。2018 年，Meurisse 等[53] 利用太阳能和 3D 打印技术制成月球混凝土砖，但其

抗压强度不能满足月球建筑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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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3D打印 

3D 打印混凝土不仅可以应用于非线性、自由曲面等复杂形状建筑的建造，在未来空间探索中有望就地采

用资源进行人类太空基地的建造。自 1970 年代 3D 打印技术（也称增材制造技术）发明以来，在过去的几十

年中逐步趋于成熟，并且可以通过 3D 打印技术来实现火星表面的增材制造。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

和美国陆军工程兵团（USACE）正在分别为行星表面基础设施元件，如混凝土建筑和施工屏障等寻求增材制

造方法。因此，3D 打印对于火星移民计划具有重要意义。2014 年，美国宇航局与美国太空设计公司（MIS）
合作，实现了世界上第一个太空 3D 打印技术，该公司专门设计和制造用于微重力的三维打印机。2015 年, 
Kading [40]建议将 3D 打印机应用于圆顶结构中，以保持承压的工作环境，如图 11 所示。2017 年, 欧空局[53] 
利用德国科隆航天中心设备，在 1000℃下，逐层打印制造了月球混凝土砖，初步验证了 3D 打印技术的可行

性。王锐[51]系统综述了月壤资源增材制造技术的发展概况，指出能量转换效率、极端环境条件和制造材料性

能将是未来月球 3D 打印技术的重要研究方向。 

 
图 11  3D打印机在圆顶结构中工作示意图[40] 

 

4.3 智能建造 

Kading’s 在研究中提出[40], 火星 IRSU 分为两个主要任务：一是无人值守准备任务，涉及建立支持人类

生活的必要基础设施；二是让人们到达火星表面并居住在基础设施中。因此，不可避免地需要开发和应用智

能建造技术。考虑到火星的恶劣条件，开发机器人、建立无人施工管控系统等将是可行的。这一无人施工系

统需要能够精准定位、进行结构设计并做出与施工相关的实时决策。在火星上使用机械手臂，机器人等执行

建筑任务对于减少恶劣的太空环境对人类的危害非常重要。 

目前，现代工程施工在地球上基本可以实现机械的自动控制，包括：施工机械的位置识别、土方施工的

智能控制、道路的智能摊铺和压实等。这些技术可将在宇宙空间环境中进一步实施。实际上, 月球已有相关研

究[54]关注到道路自主施工设备，并研究将机器人送上月球执行空间施工任务的可能性。然而，应该注意的是，

机器人和施工机械也必须由具有弹韧性的材料制备而成，以适应太空的工作环境。 

 

5  挑战与机遇 

5.1 研究面临的挑战 

宇宙空间建筑材料必须满足以下三个要求:弹韧性、耐久性和经济性。 

 弹韧性: 主要包括温度适应性与抗撞击能力。例如，材料的温度适应性要求要求建筑材料既能承受高温、

忍受低温、适应较大温差的同时还要满足人体保温的需要[55]。此外，考虑到火星本身的地震活动与来自

其他太空天体的撞击，建筑材料还需具有一定的抗撞击能力，在正式应用前需要进行防撞测试。 

 耐久性: 3D 打印技术对于使用的材料具有特定要求，例如以特定的可预测形状进行沉积的能力，在设置

的时间段后支撑叠加层的能力，与上下两层粘合的能力以及保证结构完整性。另外考虑到恶劣的环境条

件，有必要确保材料在火星低温和低压环境下的强度，并具有抵抗强紫外线和太阳辐射的功能。这里可

以使用某些反射材料达到反射太阳辐射、降低辐射强度并防止材料老化，实现建筑材料的高强与耐久。 



   

  11 
 

 经济性: 原位资源利用的原因主要在于从地球运输材料至太空的价格昂贵。如何采用适当的决策方法权衡

火星原位资源开采与利用与从地球运输必要的材料之间的经济性是未来研究面临的挑战之一，必要时还

需进一步将决策范围扩大至全寿命周期，并适当采用全寿命周期分析方法辅助决策。 

 

5.2 未来研究机遇 

火星土壤、玄武岩和混凝土材料将是未来人类火星任务中较为可行的建筑材料。混凝土材料及其衍生物

被认为在宇宙空间建设中具有最高的应用潜力。与此同时，模拟火壤还可以应用于地球上工业领域的新材料

的合成和开发。然而，由于对火星土壤组成和环境条件的研究有限，火星原位资源在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应用

还需要在以下两个方面做进一步研究： 

 耐久性材料开发：包括进一步寻找火星表面、浅层地下层、深层地下空间高可开发和利用的原位资源；

研究适用于火星环境条件下的材料加工工艺；确保材料在火星低温和低压环境下的强度，并具有抵抗强

紫外线和太阳辐射的功能；确保建筑材料的抗震、抗撞击能力等。 

 火星原位能源开发：人类的火星能源探索仍处于自给自足阶段。核能和太阳能是当前开发利用的热点与

主要目标。未来可进一步就地开发的火星能源包括核能、太阳能和风能。针对火星能源探测问题，有必

要考虑发电系统在极低温与交变热负荷下换热元件的变形、老化和失效。同时，要保证发电系统的输出

可持续性，必要的储能技术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并结合。 

 智能建造技术: 包括寻求可开发的施工环境（如地下空间开采）；提供持续稳定的机械能提高能源转换效

率；适应太空环境的施工器械研发；无人施工的实时操控与精准指挥等。 

 

6   结论 

火星是太阳系中与地球最相似的行星，在火星上发现了水，可能还发现了生命，这激发了人们对进一步

探索火星的兴趣。在前往火星之前，提出一些适当的设想是十分必要的。本文主要提出了三种用于火星基础

设施建设的原位资源类型，并对相关研究进行了综述。研究结论如下:  

1. 火星土壤、玄武岩和火星混凝土等原位资源是未来在火星上最可行的建筑材料。然而，这些材料应能承受

低压、低温、大温差和来自于宇宙射线和太阳的强辐射。火星混凝土在恶劣宇宙环境条件下的成型工艺和

维护方法需要深入研究。 

2. 核能和太阳能是火星能源探索的主要目标。未来可进一步就地开发的能源包括核能、太阳能和风能。实现

稳定、持续的能源支撑，还需要能源组合和储能技术的支撑。 

3. 火星上实行智能建造是十分必要的。由于火星环境对人体的损害仍然未知，可以应用3D打印技术利用火星

的原位资源进行增材制造，并结合无人化机械施工与和自动监测控制系统来执行智能施工过程，实现对构

筑物智能化运行与维护的目的。 

4. 在寻求合适的火星原位建造资源和深入了解火星环境条件的基础上，开发满足弹韧性、耐久性和经济性要

求的材料将是未来的重点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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