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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火星探测征程》内容简介：在太阳系行星探测的历史中，火星一直是备受关注的一颗类地行星。寻
找火星过去和现有的生命，探索生命的起源始终是人类梦寐以求的目标。《火星探测征程》从火星探
测工程的目的出发，详细论述了火星探测活动的各个方面。除火星概貌、火星探测目标和火星探测技
术综览外，还详尽地叙述了人类火星探测的艰辛历程，通过不懈努力取得的丰硕成果以及未来火星探
测的前景。为了充分借鉴前人的经验教训，书中详细论述了50多年来人类火星探测活动中出现的40多
起典型故障案例，期望能够为我国的火星探测工程起到一定的借鉴与启示作用。
《火星探测征程》可为从事太阳系行星科学理论研究的人员、空间探索领域的工程技术人员，以及对
深空探测有兴趣的科学爱好者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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