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火卫二离火星比较远， 火星上纬度不
超过 83°的地方都能看见它。 火卫一离火
星更近， 位于火星上北纬 70°?北或者南
纬 70°?南的观测者是永远看不见它的。

当火卫呈 “满月” 状且位于天顶

附近时， 就应该比其他任何时候都更

明亮。 在火星赤道上， 如果火卫在半

夜时分到达天顶 ， 就该发生这种情

况， 可惜此时它们却又恰好钻进了火

星的阴影， 不再能被我们看见。

实际上， 当火卫最亮时， 火星上

的 “赏月” 者将会看到它们呈小小的

卵状 。 火卫的长径总是直接指向火

星， 所以几乎与 “赏月” 者的视线方

向重合。 这意味着在火星上看见的火

卫一长度是 22 千米，宽度是 18 千米；

火卫二的长度是 12.2 千米 ， 宽度是

10.4 千米。由此可见，当它们位于天顶

时的视大小， 都比月球的小得多———

火卫一在天顶时的视直径不及月球的

一半， 视面积仅为月球的 1/7；在地平

线时的视直径仅约为月球的 1/4,视面

积则为月球的 1/15。 火卫二的视大小

又比火卫一小得多。 即使在最大时 ，

它看上去也只是一颗明亮的星星

而已 。

当火卫被发现之后， 曾有不少作

品谈论 “火星的两个月亮”， 浪漫地

设想火星上的情侣将比地球上有更多

的幽会佳期。 只可惜， 火卫的视大小

远不如我们的月亮那么显眼， 它们的

光辉也远远比不上我们的月亮。

那么， 当它们最亮时究竟可以有

多亮呢？ 火卫比月球离太阳更远、 反

射光的能力更差、 视面积也更小， 综

合这些因素后， 我们可以推算出在火

星上看到火卫一的亮度至多只有地球

上所见满月的 1/16， 而火卫二的亮度

则不足满月亮度的千分之二。 然而，

在火星的天空中， 它们依然是除了太

阳以外最亮的天体。

既然火卫们与月亮差别如此之

大， 那么在火星上 “赏月” 肯定会有

许多奇特体验。 先来看看火卫二。

长达66小时的徐升缓降

与月球公转和地球自转方向相同

一样， 火卫二绕火星公转的方向也和

火星的自转方向相同，都是自西向东。

但火卫二公转一周只要 30.3 小时，同

火星 24.6 小时自转一周相差无几。 火

星在自转的过程中固然会把火卫二甩

在后面，但火卫二紧追不舍。

于是，在火星上“赏月”的人将会

看到： 火卫二虽然也像我们的月球一

样东升西落， 但落山却远不及月球那

么快。 要是火卫二的公转速度再快一

些———快得正好能赶上火星的自转，

那么它就不会被火星的自转甩在后面

了。 这时，火星上的“赏月”人将会看

到，这个“小月亮”逗留在天空中，既不

上升也不下落。 这种公转周期与行星

的自转周期相等的卫星叫作 “同步卫

星”，它永远固定在其所属行星表面某

一点的上空。

火卫二不是同步卫星， 但它的公

转速度已经快要赶上火星的自转了，

因此其东升西落极其缓慢。 如果立于

火星之上， 人们将会看到火卫二从东

方地平线升起到西方地平线落下，历

时竟可长达约 66 小时。 而接下来的

66 小时，火卫二则会始终隐没在地平

线下，然后重又“月出东山”。

一次露脸“月相”循环两次

正如月球始终以其同一面朝向地

球那样， 火卫二也始终以其同一面朝

向火星。也就是说，火卫二的自转周期

与其公转周期相等， 同为 30.3 小时。

在火卫二上， 一昼夜的长度———它相

对于太阳自转一周所需的时间———就

是 30.3 小时。而它在 30.3 小时内又经

历了全部的“月相”变化：从“新月”到

“满月”，又复归于“新月”。 因此，在火

星“赏月”者的天空中，火卫二从东方

地平线上露头开始， 须展示两次完整

的“月相”循环、并且要再过 5 小时，才

沉落到西方地平线下。

如果肉眼能够看出火卫二的圆缺

变化 ， 那么这种情景定然会给 “赏

月” 人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 遗憾的

是， 火卫二的视圆面太小， 只有用望

远镜才能看清楚上面所说的这一切。

对于肉眼而言， 只能看出火卫二的亮

度经历着从最亮 （“满月” 时） 变到

最暗 （“新月” 时）， 又从最暗到最亮

的变化 。 同时 ， 火卫二上升到天顶

时 ， 会离 “赏月 ” 者较近 ， 因而较

亮； 下落到地平线时， 离 “赏月” 者

较远， 因而较暗。

不过， 由于太阳和火星的参与，

火卫二的 “月相” 循环经常会被更宏

大的 “插曲” 搅乱。 在火卫二位于地

平线以上的时段， 太阳在火星的天空

中至少要东升西落两次。 当太阳出现

在天空中时， 火卫二不会是 “满月”，

有时阳光还会把它淹没。 在火星上的

夜间， 太阳不再出现于天空中。 在火

卫二本应成为 “满月” 时， 却又会发

生 “月食” ———火卫二钻进了火星的

影子。

火卫一比火卫二还要迷人， 由于

它的公转比火卫二要快很多， 更让人

们看到了火星 “月亮” 善变的脸。

“跑步健将”西升东落

火卫一每 7.65 小时就绕火星公

转一周， 这比火星自转一周快得多。

在太阳系中， 这种情况绝无仅有。 火

卫一越过火星上的 “赏月” 者快快往

前跑， 因而 “赏月” 者将会看到这个

“月球” 竟然是西升东落的。

如果火星根本不自转， 那么火卫

一从西方升起到东方落下所经历的时

间就应该是其公转周期之半， 即约 3

小时 50 分。 但实际上， 火星也朝着

同一方向自转， 所以火卫一从露出西

方地平线到没入东方地平线， 实际需

历时约 5 个半小时。

火卫一遍历一次完整的 “月相”

变化约需 7 个半小时， 因此 “赏月”

者可以眼看着这个 “小月亮” 在天空

中一边跑一边改变着自己的形象。 和

火卫二一样， 当火卫一变成 “满月”

时 ,它也会钻进火星的影子从而发生

“月食”。 当它处于 “新月” 前后时，

又会被烈日的光辉所淹没。

“赏月”纬度有限

火卫一过于靠近火星 ， 还会造

成另一种奇景 。 由于月球的轨道平

面与地球的赤道面有较大的倾斜夹

角 ， 所以我们即使在地球的两极 ，

有时候也能看到月球升得相当高 。

如果月球的轨道平面恰好与地球的

赤道面重合 ， 那么位于地球赤道上

任何地方的观测者都会看到 ， 月球

在每天东升西落的中途恰恰经过他

的天顶 。 但在北半球或南半球的观

测者看来 ， 月球却总是偏于南边或

北边 ， 而决不会直达天顶 。 而且 ，

越是靠近南北两极 ， 所看到的月球

在天空中的位置也越低 ； 在十分靠

近两极的地方 ， 观测者们将会看到

月球几乎是贴着地平线转动的。

这种 “如果” 就发生在火星上。

火卫一和火卫二的轨道平面都与火星

的赤道平面相当接近： 火卫一的轨道

面相对于火星的赤道面仅仅倾斜

1.1° ， 火 卫 二 的 轨 道 面 也 仅 倾 斜

1.8°。 因此， 如果 “赏月” 者前往相

当接近火星两极的地方， 就会看到这

两个 “小月亮” 几乎是在贴着地平线

转圈， 在某个方向上， 它们可以高出

地平线 1°以上 ， 而在相反方向上又

沉到地平线以下 1°有余。

实际情况甚至比这更糟。 火星是

一个球体， 它不是平的， 站在两极附

近的人不可能看见赤道附近的东西，

因为在两极与赤道之间鼓起的球体挡

住了视线。 两个火卫离火星的赤道很

近 ， 它们永远隐没在两极的地平线

下， 因此站在火星两极的人永远没有

“赏月” 的机会。

火卫二离火星还算比较远， 火星

上纬度不超过 83°的地方都可以看见

它。 火卫一离火星就更近了， 位于火

星上北纬 70°以北或者南纬 70°以南

的观测者是永远看不见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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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利华

在火星上看
地球的启示

放眼火星苍穹， 除了太阳， 最
亮的恒星是天狼星， 这与在地球的
天空中完全一样。 在那里， 除了太
阳和火卫， 还有三个天体也经常比
天狼星更亮， 它们分别是地球、 木
星、 金星。

站在火星上回望地球， 地球也
成了一颗明亮的星星， 亮度在火星
夜空中居第三位。 在火星上看到的
地球， 几乎与地球上看到的金星一
般亮 ， 其亮度几乎可达火卫二的
3/5， 而且它比火卫二更惹人注
目，其原因在于月球就在地球近旁。

火星上的观测者将会看到， 地
球和月球宛如一对 “双行星”， 它
们的最大角间距可达 24′， 这相当
于在地球上看见的满月角直径的
3/4。 火星上的观测者还会看到 ，

月球可以亮到 0.0 等 ； 这虽然只
有地球亮度的 1/70， 但仍不失为
天空中的一颗明星。

火星上的观测者很快就会注意
到，月球始终在地球近旁来回晃动。

同时，他还会看到，整个地月系统在
太阳附近来回晃动： 它们从太阳的
一侧徐徐向太阳靠拢， 直到淹没在
阳光中；过段时间，它们又开始在太
阳的另一侧露头， 并且离太阳越来
越远；远到一定程度，它们又慢慢返
回，再度淹没于阳光之中……

对于火星上的观测者而言 ，

月球显然是在绕着地球转动 ， 就
像伽利略在望远镜中看见 4 个大
木卫正在环绕木星转动一般 。 这
位观测者根据简单的类比就会明
白 ， 地球必定正在带着月球一起
绕太阳转动。

火星上要是也有土著的古代
天文学家 ， 那么他们马上就会想
到 ： 天体并不总是绕着火星转动
的， 它们可以环绕其他天体转动。

他们大概不会像绝大多数古希腊
天文学家囿于地心宇宙体系那样
执着地信奉 “火心 ” 宇宙体系 ，

而是会及早领悟到所有的行星都
绕着太阳运转 ， 从而牢固地确立
起 “太阳系” 的概念。

可以设身处地想一下： 要是金
星也有一颗像我们的月球那样的卫
星， 那么地球上的古代天文学家也
许就能因目睹这颗卫星环绕金星运
动而得到启示， 从一开始就建立起
某种日心宇宙体系了吧！

假如人类登陆火星，会有怎样的“中秋月色”

地球只有一个月亮， 火星却有两个； 地球

的月亮又大又圆， 火星的 “月亮” 又小又丑；

地球的月亮离地球那么远 、 绕地球转得那么

慢， 火星的 “月亮” 却离火星那么近、 绕火星

转得那么快……

如果， 有朝一日， 人类可到火星上去 “赏

月”， 所见到的究竟是一番怎样的景象呢？

以人们业已掌握的天文知识为指南， 即使

足不出户 ， 也能对火星上的 “月色 ” 了如指

掌。 平心而论， 在地球上赏月和在火星上 “赏

月” 可说是各有千秋。

先来认识一下火星的两个 “小月

亮” ———它的两颗天然卫星， 火卫一

和火卫二。

自 1877年美国天文学家阿萨夫·霍

尔发现火星有两颗卫星之后， 在长达

90 年的时间里 ， 除了距离和公转周

期等运动数据外， 人们对于它们的其

他情况一无所知， 就连它们的确切大

小都不知道。 即便用最好的天文望远

镜观测， 它们也只是紧挨着火星的两

个幽暗的小光点而已。

人们只能断定它们很小， 可是究

竟是多小呢？ 对此， 人们只能做一些

粗略的估计。 例如， 假定它们反射光

线的能力一如月球， 那么就可根据它

们的总亮度估算出它们的体积。

1956 年 ， 旅美荷兰天文学家柯

伊伯用这种方法估算出火卫一的直径

约为 12 千米， 火卫二的直径则约为

6 千米———它们就像在火星上空飞翔

的两座山 。 1969 年 ， 飞向火星的

“水手 7 号” 探测器拍摄下了正好运

行到它与火星之间的火卫一。 结果人

们发现， 火卫一暗得出乎意料， 它反

射光线的能力比之前预计的更弱。 所

以， 它的个头必定比柯伊伯估算的大

很多 ， 才会像人们所观测到的那么

亮。 后来， 天文学家又查明， 火卫二

亦如火卫一那么暗， 因此它也比柯伊

伯估计的要大一些。 这两颗卫星的外

观有如某些石质陨星， 可它们的构造

看起来与火星全然不同。

两颗火卫的外形都很不规则， 根

本就不是一个球， 这点人们倒是料到

了。 因为， 像地球或者月球这样的大

天体， 在自身引力作用下， 其所有各

部分的物质都尽可能地向中心靠拢，

自然而然就成为球状。 然而， 像火卫

这样的小天体引力场极弱， 以至于不

能使其全部物质都紧凑地团聚在一

起， 因此依然保持着不规则的外形。

1971 年 5 月 30 日发射的 “水手

9 号” 火星探测器则直接为这两颗卫

星拍摄下了许多照片。 结果发现， 每

一颗卫星沿着不同的方向测量， 其长

度皆不相同。 而且， 它们的体积真的

很小 ， 倘若我们把月球完全掏空的

话， 那就需要 380 万个火卫一紧密地

挤在一起才能填满它 ， 或者用 2000

万个火卫二来填充。

假如火卫一和火卫二的物质密度

都同与其相似的那类陨星相当， 即约

2 克/立方厘米， 那么根据这两颗卫星

的体积与密度， 就可计算出火卫一的

质量约为月球质量的 690 万分之一，

火卫二的质量则约为月球的 3000 万

分之一。

根据这些卫星的质量和直径，还

可推算它们的表面重力。 火卫一的平

均表面重力仅约为地球的万分之 6.3，

火卫二的平均表面重力仅为地球的万

分之 3.6。 这就意味着，在地球上体重

为 70 千克的人，如果站在火卫一的表

面， 那么他的体重就只有约 44 克，站

在火卫二的表面则仅为 25 克左右。

更有意思的是， 一个人如果在火

卫上到处行走， 那么他的体重就会明

显地随时变化。 因为火卫一和火卫二

的形状都拉得相当长， 所以离其中心

最远的长轴末端处表面重力最小， 离

中心最近的短轴末端处表面重力最

大。 例如， 上文提到的那个人在火卫

二上旅行， 那么当他到达火卫二的长

轴末端时， 体重就会降至 18 克以下，

走到短轴末端时又会升到 32 克以

上———体重的变化几乎达到两倍。

不过， 一旦宇航员们当真在火卫

上着陆， 他们将会发现自己几乎完全

处于失重状态。 因为两颗火卫的逃逸

速度小得微乎其微———仅为数米每

秒， 因此宇航员可以轻而易举地脱离

这两颗卫星。

脱离火卫固然容易， 但要摆脱火

星本身的引力桎梏却难得多。 在火卫

一所处距离上 ,火星的逃逸速度仍高

达 3 千米/秒 ； 而在火卫二那里 ， 火

星的逃逸速度也有 1.9 千米/秒 。 所

以， 宇航员们稍一使劲就能离开火卫

一或火卫二， 但他们的速度尚需加快

三四百倍才能脱离火星引力的羁绊。

否则 ， 任何东西一旦脱离那两颗火

卫， 就会成为一个在环绕火星的轨道

上运行不已的新卫星。

天上两个小山包

中 秋 将 至 ，

当我们在地球上 “举
头望明月” 时， 我国 “天问
一号” 火星探测器正在飞赴太阳
系中的那颗红色星球。

你有没有想过 ， 在火星上 “赏
月” 会是怎样的体验？ 毕竟， 月亮是
地球的天然卫星， 火星也有， 而且还

有两个。 迄今为止， 人类还从未
登上过火星。 然而， 天文学

家对到火星上仰望星空
时的景象 ， 却已

一清二楚。

卞毓麟（天文学家、著名科普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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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小月亮”

苍穹一挂两天

边快跑边变脸

举头望星空 火星“满月”有多亮

火卫一更有趣

先来看火卫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