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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啟亮團隊曾多
次參與國家航天任

務，其研製的「相機指向機構系統」應
用於「嫦娥三號」及「嫦娥四號」的月
背探測任務；「表取採樣執行裝置」則
應用到「嫦娥五號」及往後「嫦娥六
號」；加上「天問一號」的火星相機，
經驗相當豐富。對於投身航天事業，他
笑言興趣固然重要，但更講求機遇，寄
語有志投身於此的年輕人，先於自身專
業領域打好基礎，到機會來臨時便能積
極參與跨學科研究中，「正如我初初都
是做電子，之後再讀控制、機械，一步

步不斷積累。」靜待時機發展所想，征
服終極航天挑戰。
「我本身對太空有很大興趣，由細到

大都好有興趣去問『人從何來』、『生
物又是如何演變出來』，而這些答案都
有望從太空探索得來。」容啟亮說，近
年火星探索變得熱烈的其中一項原因，
正在於其可能存在生物痕跡，因此不少
着陸器，均會搭載相關探測儀，一方面
測水，另一方面則探測會否存在類似生
物的化石。

做航天儀器非憑空想像
容啟亮提到，航天被視為工程學的終

極挑戰，其科研路一開始亦是專注電
子，未有此「遠大」想法，直至機緣下
參與相關研究，才一步步接觸學習相關
知識，「做航天儀器絕不是憑空想像，
事前要先了解航天環境，由地球到火星
牽涉到什麼狀況，考慮旅程中會遇上甚
麼，又該用何手段應對。」只有透過不
斷研究、模擬，按結果衍生出相應設
計，才可製作出克服太空環境的穩妥儀
器。他寄語有志航天科技學生宜先做好
自己專業，一步步裝備自己，再行尋求
更多發展機遇。

●香港文匯報記者姜嘉軒

國家火星探測器「天問一號」已進入環火軌道逾

三個月，並擬5月15日至19日擇機着陸，實現國家

史上首次着陸火星地表。於這次任務中搭載於着陸器

外層平台，肩負監視着陸情況、火星周遭環境，及降

落火星後巡視器的操作狀態的「落火狀態監視相機

（火星相機）」，正是出自香港理工大學教授容啟亮

的手筆。隨着「落火」日子開始倒數，曾多次參與國

家航天任務、身經百戰的容啟亮近日接受香港文匯報

訪問時亦難掩緊張心情，不論是「落火」任務本身還

是「火星相機」的製作過程，他直言都是挑戰重重，

例如要達到輕巧、強度、抵禦低溫等要求，每步都必

須迎難而上，絲毫不簡單。 ●香港文匯報記者姜嘉軒

「火星相機」由醞釀起兩年多便要完
成研製並交付，容啟亮形容，時間本已
相當緊迫，尤其中間先後經歷了理大被
「佔領」的「飛來橫禍」，團隊要將重
要儀器搬到容的家中一整個月繼續趕
工，他坦言最終能夠成功趕及，除了感
謝團隊努力外，確是要靠一點運氣。
「火星相機」項目研製期間，分別經

歷黑暴和疫情爆發，容啟亮憶述2019年
底在理大被「佔領」，確對團隊帶來很
大衝擊，「本身已經趕，（校園）還要
全面淪陷，但就真係夠運，當黑衣人出
現時，能夠及時叫同事撤退，好似『螞
蟻搬家』一樣，同事一人拎一件嘢
走。」所有重要儀器悉數搬到容啟亮家
中，其後一個月大家都前往容家中繼續
工作。

直至後來黑衣人離開，「那時整個理
大校園都爛晒，燒到黑晒……但即使大
學未正式重開，我們都已經要『偷偷
地』回來做事。」容啟亮說，團隊之所
以這般趕工，全因火箭不等人，「唔會
因為『理大被佔領』就等埋你，只可以
不停一直做」，結果多得一班同事努力
不懈，加上一點運氣，總算完成了這件
艱鉅任務。
至於最快本月有望見證的「落火」任

務，容啟亮感嘆礙於疫情影響，確實無
辦法回內地參與，「始終要長時間隔離
檢疫的話，對香港的工作有很大影
響」，因此只得留在香港「等消息」，
「總是有點可惜的，但講到底，能夠置
身其中，已經好開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姜嘉軒

籲有志者打好基礎
待機會發展所想

理大設「深空探測中心」聚專家跨科研究
為進一步推動本港參與航天研究，容啟亮透

露理大已決定成立「深空探測科研中心」，聚
集地質、建築、機械、物理等不同領域專家，
就航天物料、星際地質、航天能源等方向從事
深入研究。他又分享中心設短中長期三步目
標，第一步希望向國家申請月壤，以此匯聚本
港其他大學專家共同研究，逐步實現跨學科、
跨院校的航天科研平台。
「這個中心大學在不久前已經批准，5月1

日正式開始，我們已經有同事表達了興趣，稍
後就會開始商討該如何去申請月壤，」容啟亮
表示，國家現時已撥出部分月壤，供學術界申
請借用研究，「也許會是為期一年之類，非永
久保存，我們最希望（借用期）可以長一
點。」他強調，一些有價值的研究或科學問
題，往往需要長時間追蹤才可望取得答案。
除了申請月壤進行研究外，中心亦會添置儀

器，及邀請香港各大學專家，就航天物料、星

際地質、航天能源等不同方向研究，包括探索
如何建設月球太空站等。而中心的第二步，則
是希望從事月球水冰相關的研究，包括探究採
集水冰相關儀器的開發，「至於再往下一步，
因應國家預算在2030年前到火星採樣，假如
真的做到，當然就希望可以申請取得樣本，再
做更高一層次，從而一直發展星際資源研
究。」
容啟亮強調，若要推動尖端科技發展，航天

領域必然佔當中一個重要部分，而過程間所發
展出來的技術，亦同時可望應用到其他範疇，
「以我們的火星相機來說，當然唔係話部相機
直接當玩具咁拿出去賣，而是為了製作火星相
機而研發出來的高科技，可轉化至精密工程、
機械人、醫療器械等不同範疇。」中心成立的
其中一個目的，正是希望做好航天科技，更全
面提升本港的科研能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姜嘉軒

「大約在2017年底開始醞釀，做了一些準備功夫，翌年8月
正式簽約，隨即全速去做（火星相機），」理大工業及

系統工程學系鍾士元爵士精密工程教授、精密工程講座教授及副
系主任容啟亮憶述團隊參與是次國家火星探測任務之始，雖然他
們過往有做過精密的相機項目，但要達到「落火」規格，必先要
實現多項變革，「要全面重新設計過，包括相機結構，電子零件
如何擺法，線路、部件，應該用上什麼才可承受火星環境。」
眾多難題之中，容啟亮首先點出了重量這項關鍵，「這是其中一

大重要限制，我們只能夠在很有限的重量下打造相機，必須跟足要
求，分毫不差。」火星相機重約390克，即只有不足1磅重，他笑
言當初收到這項指標時，確實感覺挑戰很大，但也只得法寶盡出，
達到目標。

設計輕巧不容易 還須兼顧強度
設計輕巧本身已不容易，還需要兼顧強度，使其足以承受太空環
境以至「落火」衝擊，難上加難。「『天問一號』有好幾部相機，
安裝位置各異，承受的衝擊亦各有不同，」容啟亮介紹其火星相機
除了需要承受一般航天過程會遇到的衝擊外，由於位置比較接近
「火工鎖」，因此還須承受一些額外衝擊，「航天儀器的一些部件
本身會用螺絲鎖實，想要將其釋放，就要透過爆破將其切斷，這個
（火工鎖）衝擊力很大，因此設計相機時亦必須顧及這點，使其抵
受旁邊的爆炸震盪後，仍可正常運作。」
另外，火星相機亦須要抵禦整段太空旅程及火星的低溫環境，
「低溫起動又是另一大難題，即使我們會設加熱器，以免相機過
於低溫，但亦非時刻都能保持，」容啟亮解釋，所謂低溫大約是
零下45度左右，而火星相機在測試階段則能夠達到「零下75度
以下，放足一年仍能正常運作」的成績，所以是有「走盞」的。

「即使美國都不是每次成功」
克服各種技術難關，團隊最終在去年2月成功研製並交付「火

星相機」，但由於疫情關係，容啟亮無法前往內地見證「落
火」，只得在港等候消息。對於國家首次執行「落火」任務，他
形容挑戰確實很高，「即使美國都不是每次成功，尤其他們一般
會事先於火星設環繞器，將火星攝得清楚後，再行揀選着陸點，
最後才直接飛一個着陸器過去，分開不同階段完成。」
至於「天問一號」則是一次過要完成「繞、落、巡」三項目
標，「單論環繞影相，講起來好似好容易，但要在這般距離下將
相片傳送回來並不簡單，尤其時間拖愈久，地球和火星就會相隔
愈遠，傳送訊號的時間亦相應加長。」
此外，距離遠亦意味控制着陸器只得全自動形式操作，「不能在

地球隨時控制到佢點做，當找到着陸點之後，就要事先計好拋物
線、入位，預先編程，由機器自己執行。」這確實是分秒必爭的艱
鉅工作，「挑戰很大，的確是好緊張，經常都會留意住相關新
聞。」其火星相機則會在着陸後發揮廣角特點，用以觀察周圍環境
及火星車，以監察整個過程運作順利。「例如其太陽板、天線等機
件打開時狀況如何等，然後再看着它走出去。」

研製交付遇「佔領」
家中趕工幸趕及

◀今次的火星任務，因疫情影響
無法到內地參與，容啟亮坦言感
可惜。圖片攝於2013年西昌衛
星發射中心。 受訪者提供

●任務中肩負監視「落火」狀態的「火星相機」，正是出自理大教授容啟亮手筆。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理大研發的理大研發的「「火星相機火星相機」」
原形原形。。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