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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液态水在火星地表的塑造过程中起到 了 重 要 的 作 用，形 成 了 峡 谷 网、外 流 河 道、古 湖 泊 以 及 三 角 洲

和冲积扇等多种多样的水成地貌，它们一直是火星 探 测 与 研 究 的 热 点 和 焦 点。本 文 对 火 星 水 成 地 貌 的 探 测 历 史、

地形地貌特征、时空分布等方面的研究进展进行总结，探 讨 水 成 地 貌 对 火 星 气 候 演 化 及 天 体 生 物 学 研 究 的 指 示 意

义。在此基础上，提出当前火星水成地貌研究存在的问题，认为需要在火星水成地貌的水源类型、水成地貌所指示

的火星水环境特征、亚马逊纪水成地貌的成因、火星水成 地 貌 与 我 国 柴 达 木 盆 地 地 貌 的 类 比 等 方 面 开 展 进 一 步 研

究，为更深入的认识火星水成地貌，了解火星气候变化及宜居性提供支持。

关键词：火星；水成地貌；河道；湖泊；古气候；宜居性

　　火星是太阳系内与地球最为相似的行星。当前

的火星是一个寒冷的沙漠星球，表面温度在－１２３～
２７℃之间变化（Ｃａｒｒ，２００６）。火星拥有稀薄的大气

层，大气压不 及 地 球 的 百 分 之 一（平 均 约６３０Ｐａ），
大气主要成 分 为 二 氧 化 碳（约 占９５．３％）（ｄｅ　Ｐａｔ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目前在火星表面未发现液态水的活

动，但是大量干涸的峡谷、古湖泊盆地、三角洲等水

成地貌可能指示了火星表面曾广泛存在液态水。这

些水成地貌记录了火星地质历史时期的气候环境信

息，对它们开展详细的研究，对于揭示火星的地质演

化历史及气候变化特征具有重要意义。
另一方面，火星也是当前国际深空探测的热点，

美国、欧盟、俄罗斯、印度、阿联酋等国家或组织都正

在或 计 划 实 施 火 星 探 测 任 务（Ｚｈａｏ　Ｙｕｙａ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０）。我国于２０２０年发射了“天问一号”火星探测

器，并于２０２１年５月１５日成功实施软着陆，一次性

完成了对火星的 环 绕、着 陆 和 巡 视 探 测（Ｙｅ　Ｐｅｉｊｉａ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Ｌｉ　Ｃｈｕｎｌａ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Ｇｅｎｇ　Ｙａ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Ｗａ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０）。这些探测任务的重

要目标之一 是 探 索 火 星 表 面 的 水 活 动 记 录 及 宜 居

性，而水成地貌的研究是达到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
因此，有必要对当前火星水成地貌的探测历史、研究

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为未来火星任务中探

测目标的选择及对火星生命和宜居环境的搜寻提供

支持。

１　火星水成地貌的探测与研究历史

１９７１年发射的“水手９号（Ｍａｒｉｎｅｒ　９）”是 第 一

个成功环绕火星的探测器，其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即

拍摄 到 了 火 星 表 面 类 似 地 球 峡 谷 和 河 网 的 地 貌

（Ｍａｓｕｒｓｋｙ，１９７３）。随 后，１９７５年 发 射 的“海 盗１
号（Ｖｉｋｉｎｇ　１）”和“海盗２号（Ｖｉｋｉｎｇ　２）”获得了更高

分辨率（每像素约２００ｍ）的火星 全 球 影 像，发 现 上

述地貌在火星表面广泛分布。这些探测结果引发了

人们对地貌成因的探索热潮（Ｃａｂｒｏｌ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
除流水 作 用 外，早 期 的 研 究 者 也 提 出 了 构 造 运 动

（Ｓｃｈｕｍｍ，１９７４）、冰 川 作 用 （Ｌｕｃｃｈｉｔｔａ，１９８０，

１９８２）、熔岩流侵蚀（Ｇｒｅｅｌｅｙ，１９７３；Ｃａｒｒ，１９７４）、二
氧化 碳 水 合 物 解 离（Ｍｉｌｔｏｎ，１９７４；Ｙｕｎｇ　ｅｔ　ａｌ．，

１９７８）等多种成因假说。但是，根据探测器获得的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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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物理参数及大气观测数据，结合初步的气候模型

分析结果，这些类似河网的地貌最可能是由液态水

的活动形成，进而推测火星地质历史早期可能存在

温暖湿润的气候（Ｓａｇａｎ　ｅｔ　ａｌ．，１９７３；Ｔｏｏｎ，１９８０；

Ｂａｋｅｒ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１；ＭｃＫａｙ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１；Ｃｌｉｆｆｏｒｄ，

１９９３；Ｃａｒｒ，１９９５；Ｋａｓｔｉｎｇ，１９９７）。
从２０世纪末至今，国际火星探测掀起了新的高

潮，以“火星勘测轨道飞行器（Ｍａｒｓ　Ｒｅｃｏｎ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
Ｏｒｂｉｔｅｒ，ＭＲＯ）”为代 表 的 一 系 列 火 星 环 绕 器 及 以

“好奇号（Ｃｕｒｉｏｓｉｔｙ）”为代表的火星着陆巡视器获得

了大量高分辨率的遥感影像、光谱及原位探测数据。
通过 地 貌 学 和 沉 积 学 的 详 细 解 析（Ｇｒａｎｔ，２０００；

Ｍａｎｇｏｌｄ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４；Ｅｒｋｅｌｉ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

Ｗａｒｎ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矿物成分和岩石类型的遥感

和原 位 分 析（Ｗｒａｙ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Ｃａｒｔ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Ｆｒａｅｍａ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ａ），都有力证明了火星表面的类河网地貌 主 要

由液态水的活动形成，同时，也有更为多样的水成地

貌被识别和研究。

２　火星水成地貌的主要类型及其地质
特征

　　火星表面存在多种可能与液态水的活动相关的

地 貌，如 峡 谷 网 （ｖａｌｌｅｙ　ｎｅｔｗｏｒｋ）、外 流 河 道

（ｏｕｔｆｌｏｗ　ｃｈａｎｎｅｌ）、古 湖 泊 盆 地、冲 沟、复 现 性 斜 坡

纹（ｒｅｃｕｒｒｉｎｇ　ｓｌｏｐｅ　ｌｉｎｅａｅ）等。但是，其中部分地貌

的成因尚存在较大的争议，可能并非由液态水的活

动形成。例 如，Ｄｉｎｉｅｇａ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开 展 了 实 验 和

模拟，结合对火星冲沟影像的分析，提出火星冲沟的

形成更可能与干冰的升华过程相关；Ｄｕｎｄａｓ（２０２０）
综合分 析 了 火 星 遥 感 影 像、“好 奇 号”与“机 遇 号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等火星 车 数 据，并 开 展 了 地 球 表 面

相似地貌的类比研究，认为复现性斜坡纹的形成可

能与风力作用下的颗粒流有关。因此，本文暂不对

这些争议较大的地貌进行讨论，此处主要介绍目前

基本确认的几种水成地貌的地质特征。

２．１　峡谷网

峡谷网是火星表面蜿蜒、狭长且常发育有分支

的线状凹陷 地 貌，它 们 与 地 球 表 面 的 水 系 相 似（图

１）。单条峡谷的宽度多在１～４ｋｍ之间，长度可超

过 １０００ ｋｍ （Ｍａｒｓ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１９８３）。在横截面上，火星峡谷网通常表现出从上游

的Ｖ形到下游的Ｕ形甚至矩形的转变。但峡谷网

的横截面形态很容易受到后期改造作用的影响而显

示出多样性。火 星 峡 谷 网 的 深 度 在 小 于１ｍ到 大

于４００ｍ的较大范围内变化，但是大多数峡谷网的

深度在５０～２００ｍ之间，且通常在较长的距离内能

保持深度的相对恒定（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１）。
火星峡谷网具有多种多样的水系形态，如放射

状、树枝状、格状、平行状等（Ｍａｒｓ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１９８３）。尽 管 有 较 为 复 杂 的 树 枝 状 水 系 存

在，但火星峡谷网的总体发育 程 度 仍 不 成 熟（Ｃａｒｒ，

２００６）。Ａｌｅｍａｎｎ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研究了火星 峡 谷 网

的形态学，并分为典型的树枝状峡谷网、纵向延伸的

峡谷网、孤立峡谷以及与大峡谷或火山相关的峡谷

网四类。除此之外，火星表面还存在一种特殊的峡

谷网，不同于一般峡谷网的负地貌，它们具有弯曲的

脊状形貌特征，是由古河床经历差异风化发生地形

倒 转 而 形 成，因 此 也 被 称 为 倒 转 河 道（ｉｎｖｅｒｔｅｄ
ｃｈａｎｎｅｌ；图１ｃ）。具体而言，原始河床底部的物质可

能通过化学胶结作用、固结成岩、或被相对坚硬的物

质（如砾石或后期充填的熔岩）覆盖而变得更加难以

侵蚀，当较易风化的河岸被侵蚀后，原始的河床将变

成弯曲而凸起的脊状地貌（Ｐａｉ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７；Ｂｕｒ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ｂ；Ｚａｋ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Ｚｈａｏ　Ｊｉａｎｎａ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１）。目前，已经在火

星表面发现了２００多条倒 转 河 道（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７，２０１３ｂ；Ｂｕｒ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Ｌｅｆｏｒｔ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Ｌｉｕ　Ｚｈｅｎｇｈａ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１）。
峡谷网主要 分 布 在 火 星 南 部 高 原（图２），在 北

部平原区特别是Ｅｌｙｓｉｕｍ火山区附近也存在少量峡

谷网。目前，已经在火星表面识别出约４０万条峡谷

网分支，总 长 度 超 过７７万ｋｍ（Ａｌｅｍａｎｎｏ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但 是，这 些 峡 谷 网 的 分 布 并 不 均 匀，在

Ｔｈａｒｓｉｓ高原、Ａｒａｂｉａ高地西部以及 Ｈｅｌｌａｓ盆 地 西

部分布较为 稀 疏（图２）。同 时，峡 谷 网 的 长 度 也 与

其分布存在相关性，例如发育在地形坡度相对平缓

的Ｃｉｍｍｅｒｉａ高地和Ｓｉｒｅｎｕｍ高地的峡谷网一般不

超 过 数 百 千 米，但 在 Ｈｅｌｌａｓ和 Ａｒｇｙｒｅ盆 地 以 及

Ａｃｉｄａｌｉａ平原周围等地势高差较大的区域的峡谷网

长度可超过１０００ｋｍ。
关于火星峡谷网的成因，目前的主流观点包括

地表水的侵 蚀 及 地 下 水 的 潜 蚀 作 用（Ｃａｒｒ，２００６）。
一般认为，具有树枝状水系形态的峡谷网（图１ａ）主

要是由降水形成的地表径流侵蚀而成，而具有圆弧

形的源头、近似矩形的河谷横截面形态的峡谷网（图

１ｂ）可 能 主 要 由 地 下 水 形 成（Ｉｒｗｉ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２；

Ｈａｒｒｉｓｏ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５；Ｈｏｗａｒｄ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５）。但

６５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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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火星表面的峡谷网和倒转河道

Ｆｉｇ．１　Ｍａｒｔｉａｎ　ｖａｌｌｅｙ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ａｎｄ　ｉｎｖｅｒｔｅｄ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ａ）—典型的树枝状峡谷网（中心坐标９２．６°Ｗ，４２．５°Ｓ），图为火星轨道器激光高度计（ＭＯＬＡ）彩 色 地 形 图 叠 加 在 背 景 相 机（ＣＴＸ）影 像 上；

（ｂ）—具有圆弧状源头的峡谷网（中心坐标８４．５°Ｅ，８．３°Ｓ），图为 ＭＯＬＡ彩色地形图叠加在火星奥德赛热辐射成像系统（ＴＨＥＭＩＳ）日 间 影

像上；（ｃ）—发育在火星扇状沉积上的脊状倒转河道（中心坐标１５１．４°Ｅ，６．２°Ｓ），图为 ＭＯＬＡ彩色地形图叠加在ＣＴＸ影 像 上；各 图 中 红 色

代表高程较高，蓝绿色高程较低

（ａ）—Ａ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ｄｅｎｄｒｉｔｉｃ　ｖａｌｌｅｙ　ｎｅｔｗｏｒｋ（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　９２．６°Ｗ，４２．５°Ｓ），ｔｈｅ　ｉｍａｇｅ　ｉｓ　Ｍａｒｓ　Ｏｒｂｉｔｅｒ　Ｌａｓｅｒ　Ａｌｔｉｍｅｔｅｒ（ＭＯＬＡ）

ｃｏｌｏｒｉｚｅｄ　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ｍａｐ　ｏｖｅｒｌａｉｄ　ｏｎ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Ｃａｍｅｒａ（ＣＴＸ）ｍｏｓａｉｃｓ；（ｂ）—ａ　ｖａｌｌｅｙ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ｗｉｔｈ　ａｍｐｈｉｔｈｅａｔｅｒ－ｓｈａｐｅｄ　ｈｅａｄｗａｔｅｒｓ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　８４．５°Ｅ，８．３°Ｓ），ｔｈｅ　ｉｍａｇｅ　ｉｓ　ＭＯＬＡ　ｃｏｌｏｒｉｚｅｄ　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ｍａｐ　ｏｖｅｒｌａｉｄ　ｏｎ　Ｍａｒｓ　Ｏｄｙｓｓｅｙ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Ｉｍａｇ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ＴＨＥＭＩＳ）ｄａｙｔｉｍｅ　ｍｏｓａｉｃｓ；（ｃ）—ｒｉｄｇｅ－ｌｉｋｅ　ｉｎｖｅｒｔｅｄ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ｏｎ　Ｍａｒｔｉａｎ　ｆａｎ　ｄｅｐｏｓｉｔｓ（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　１５１．４°Ｅ，

６．２°Ｓ），ｔｈｅ　ｉｍａｇｅ　ｉｓ　ＭＯＬＡ　ｃｏｌｏｒｉｚｅｄ　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ｍａｐ　ｏｖｅｒｌａｉｄ　ｏｎ　ＣＴＸ　ｍｏｓａｉｃｓ；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ｏｌｏｒ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ｓ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ｇｒｅｅｎ

ａｎｄ　ｂｌｕｅ　ｃｏｌｏｒｓ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ｌｏｗｅｒ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ｓ

图２　火星峡谷网及外流河道分布图（据Ｃａｒｒ，２００６；Ａｌｅｍａｎｎ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修改）

Ｆｉｇ．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ｒｔｉａｎ　ｖａｌｌｅｙ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ａｎｄ　ｏｕｔｆｌｏｗ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ｆｒｏｍ　Ｃａｒｒ，２００６；Ａｌｅｍａｎｎ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
底图为 ＭＯＬＡ彩色地形图；图中红色代表高程较高，蓝色高程较低

Ｔｈｅ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ｍａｐ　ｉｓ　ＭＯＬＡ　ｃｏｌｏｒｉｚｅｄ　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ｍａｐ；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ｏｌｏｒ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ｓ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ｇｒｅｅｎ　ａｎｄ　ｂｌｕｅ　ｃｏｌｏｒｓ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ｌｏｗｅｒ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ｓ

是，对于火星 峡 谷 网 的 水 源 特 征，目 前 依 然 存 在 争

议，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见５．１节）。

２．２　外流河道

外流河道是火星表面主要由爆发性洪水侵蚀形

成的大型槽 状 河 道（图３）。与 峡 谷 网 相 比，外 流 河

道支流较少，弯 曲 度 相 对 较 小，但 具 有 更 大 的 深 度

（可达数千米）和 宽 度（可 达 几 十 千 米 至 几 百 千 米）
（Ｃａｒｒ，２００６）。例 如 位 于 火 星Ｌｕｎａｅ高 原 的 Ｋａｓｅｉ
河谷的宽度可达４００ｋｍ，深度可达２．５ｋｍ，长度约

３０００ｋｍ。外 流 河 道 通 常 发 源 于 混 沌 地 貌 区

（ｃｈａｏｔｉｃ　ｔｅｒｒａｉｎ；图３ａ）或大型的地表裂陷（图３ｂ），

并可据此分为混沌发源型（ｃｈａｏｓ－ｓｏｕｒｃｅｄ）和裂隙发

７５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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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火星表面典型的外流河道

Ｆｉｇ．３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Ｍａｒｔｉａｎ　ｏｕｔｆｌｏｗ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ａ）—Ｔｉｕ和Ａｒｅｓ河谷（中心坐标２８．０°Ｗ，４．８°Ｓ）及其源头附近的混沌地貌（黄色箭头）；（ｂ）—Ｍａｎｇａｌａ河谷（中心坐标１５０．１°Ｗ，１６．２°Ｓ）

中的流线型岛屿（蓝色箭头）及其源头处的断裂构造（白色箭头）；各图中红色代表高程较高，蓝绿色高程较低；图像均为 ＭＯＬＡ彩色地形

图叠加在ＴＨＥＭＩＳ日间影像上

（ａ）—Ｃｈａｏｔｉｃ　ｔｅｒｒａｉｎ（ｙｅｌｌｏｗ　ａｒｒｏｗｓ）ｎｅａｒ　ｔｈｅ　ｈｅａｄｗａｔｅｒｓ　ｏｆ　Ｔｉｕ　Ｖａｌｌｅｓ　ａｎｄ　Ａｒｅｓ　Ｖａｌｌｉｓ（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　２８．０°Ｗ，４．８°Ｓ）；（ｂ）—

ｓｔｒｅａｍｌｉｎｅｄ　ｉｓｌａｎｄｓ（ｂｌｕｅ　ａｒｒｏｗｓ）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ｏｓｓａｅ（ｗｈｉｔｅ　ａｒｒｏｗ）ｎｅａｒ　ｔｈｅ　ｈｅａｄｗａｔｅｒ　ｏｆ　Ｍａｎｇａｌａ　Ｖａｌｌｅｓ（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　１５０．１°Ｗ，

１６．２°Ｓ）；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ｏｌｏｒ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ｓ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ｇｒｅｅｎ　ａｎｄ　ｂｌｕｅ　ｃｏｌｏｒｓ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ｌｏｗｅｒ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ｅ　ｉｍａｇｅｓ　ａｒｅ　ＭＯＬＡ

ｃｏｌｏｒｉｚｅｄ　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ｍａｐ　ｏｖｅｒｌａｉｄ　ｏｎ　ＴＨＥＭＩＳ　ｍｏｓａｉｃｓ

源型（ｆｉｓｓｕ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ｄ）两类（Ｃａｒ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它

们一般在源头处即具有与下游河道相近的宽度，而

深度则从源头至下游逐渐变浅，河床上常可见纵向

的沟槽或 脊 线 以 及 流 线 型 岛 屿（图３；Ｃａｒｒ，１９９５，

２００６）。
火星上的外流河道 主 要 分 布 在Ｃｈｒｙｓｅ平 原 周

边区域、Ｈｅｌｌａｓ盆 地 周 围 以 及 Ｔｈａｒｓｉｓ和 Ｅｌｙｓｉｕｍ
火山区附近（图２）。其中，Ｃｈｒｙｓｅ平原周边 分 布 有

火星表面规模最大的外流河道群，发育有多条长度

在１０００ｋｍ以上的外流河道，包括Ｔｉｕ河谷、Ｋａｓｅｉ
河谷、Ｍａｊａ河谷以及 Ａｒｅｓ河谷等。它们主要 为 混

沌发源型，源头位于水手大峡谷附近。
关于外流河道的成因，虽然Ｌｅｖｅｒｉｎｇｔｏｎ（２００４）

提出部分外流河道具有与月球表面的月溪相似的地

貌特征，如突兀出现的源头、较小的弯曲度、河道内

有类似熔岩阶地的地貌、源头与熔岩流的源头一致

等，可能是由 熔 岩 流 动 形 成，但 目 前 更 多 的 证 据 表

明，外流河道是由爆发性的洪水形成。例如，外流河

道具有明显的分流复合现象，河道中央一般存在流

线型岛 屿，这 些 都 与 地 球 上 洪 水 形 成 的 地 貌 相 似

（Ｃａｒｒ，２００６；Ｘｉａｏ　Ｌｏｎｇ，２０１３）。外流河道一般具

有突兀出现的源头，这说明它们不是由降水导致的

地表流水形成，而是由大量的液态水突然释放所致，

例如构造破 裂 导 致 的 地 下 含 水 层 内 水 的 突 然 释 放

（Ｇｈａｔａ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５），湖泊突然泄水（Ｈａｒｒｉｓｏ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或 是 岩 墙 侵 入 导 致 冰 冻 层 的 融 化

（Ｗｉｌｓｏ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４；Ｈｏｖｉｕ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对

Ｍａｎｇａｌａ河谷（图３ｂ）的模拟研究表明，其峰值流量

可达１０７～１０８　ｍ３／ｓ（Ｇｈａｔａ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５）。

２．３　古湖泊盆地

火星表面广泛分布的峡谷网指示了液态水曾经

存在，当水在低洼处汇集，即可形成湖泊。当前，主

要根据有峡谷连通的洼地（多为撞击坑）来识别古湖

泊。同时，三角洲、层状沉积等沉积地貌也是指示古

湖泊存 在 的 重 要 证 据（Ｚｈａｏ　Ｊｉａｎｎａ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

２０２０）。前人已经对火星古湖泊开展了多次全球性

的识别和调查。其中，Ｃａｂｒｏｌ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９）利用“海

盗号”探测器获得的影像识别了１７９个撞击坑古湖

泊；Ｆａｓｓｅｔｔ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利 用 较 高 分 辨 率 的 影 像 和

高程数据，重新对火星表面同时具有水的流入和流

出峡谷的古湖泊进行了调查，共识别出２１０个古湖

泊；Ｇｏｕｄｇ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２０１５）在 火 星 表 面 识 别 了

超过４００个古湖泊，它们的直径从几千米到数百千

米不等；笔者也通过对更高分辨率影像的分析，提出

火 星 表 面 的 古 湖 泊 可 达 近 千 个（Ｚｈａｏ　Ｊｉａｎｎａｎ，

２０１７）。根据这些古湖泊盆地所反映的水动力学体

８５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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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不同类型的火星古湖泊

Ｆｉｇ．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Ｍａｒｔｉａｎ　ｐａｌｅｏｌａｋｅｓ
（ａ）—封闭系统古湖泊（中心坐标１７４．８°Ｅ，１８．６°Ｓ）；（ｂ）—开 放 系 统 古 湖 泊（中 心 坐 标１７４．８°Ｗ，１４．６°Ｓ）；（ｃ）—湖 泊 链 系 统（中 心 坐 标

１４．４°Ｗ，３．５°Ｎ）；各图中红色代表高程较高，蓝绿色高程较低；图像均为 ＭＯＬＡ彩色地形图叠加在ＴＨＥＭＩＳ日间影像上；图中白色箭头

指示水流方向

（ａ）—Ａ　ｃｌｏｓｅｄ－ｂａｓｉｎ　ｌａｋｅ　ｃｅｎｔｅｒｅｄ　ａｔ　１７４．８°Ｅ，１８．６°Ｓ；（ｂ）—ａｎ　ｏｐｅｎ－ｂａｓｉｎ　ｌａｋｅ　ｃｅｎｔｅｒｅｄ　ａｔ　１７４．８°Ｗ，１４．６°Ｓ；（ｃ）—ｌａｋｅ　ｃｈａｉｎｓ　ｃｅｎｔｅｒｅｄ

ａｔ　１４．４°Ｗ，３．５°Ｎ；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ｏｌｏｒ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ｓ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ｇｒｅｅｎ　ａｎｄ　ｂｌｕｅ　ｃｏｌｏｒｓ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ｌｏｗｅｒ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ｅ　ｉｍａｇｅｓ　ａｒｅ

ＭＯＬＡ　ｃｏｌｏｒｉｚｅｄ　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ｍａｐ　ｏｖｅｒｌａｉｄ　ｏｎ　ＴＨＥＭＩＳ　ｍｏｓａｉｃｓ；ｗｈｉｔｅ　ａｒｒｏｗ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ｆｌｏｗ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图５　火星古湖泊及水成扇状沉积分布图（据Ｇｏｕｄｇ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Ｗｉｌｓｏ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１修改）

Ｆｉｇ．５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ｒｔｉａｎ　ｐａｌｅｏｌａｋｅｓ，ｄｅｌｔａｓ　ａｎｄ　ａｌｌｕｖｉａｌ　ｆａｎｓ（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ｆｒｏｍ　Ｇｏｕｄｇ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Ｗｉｌｓｏ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１）
底图为 ＭＯＬＡ彩色地形图；图中红色代表高程较高，蓝色高程较低

Ｔｈｅ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ｍａｐ　ｉｓ　ＭＯＬＡ　ｃｏｌｏｒｉｚｅｄ　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ｍａｐ；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ｏｌｏｒ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ｓ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ｇｒｅｅｎ　ａｎｄ　ｂｌｕｅ　ｃｏｌｏｒｓ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ｌｏｗｅｒ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ｓ

系，可将古湖泊分为三类（图４）：封闭系统古湖 泊、

开放 系 统 古 湖 泊 以 及 湖 泊 链 系 统（Ｃａｂｒｏｌ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９）。封闭系统（图４ａ）是 指 只 有 水 流 入 的 通 道，

而未发现流出通道的古湖泊系统；开放系统（图４ｂ）

是指同时具有水流入和流出通道的古湖泊系统；湖

泊链系统（图４ｃ）则 是 由 一 系 列 古 湖 泊 通 过 一 个 或

多个峡谷相连，构成一整套湖泊系统，而位于该系统

最末端的湖泊可能是开放或封闭系统。

火星古湖泊主要分布在南部高原，其中约７０％
的古 湖 泊 位 于 南 北 纬 ３０°之 间（Ｇｏｕｄｇ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由火星古湖泊的分布图（图５）可知，古湖泊

盆地在火星南北二分性边界附近较为集中，可能是

９５７２



地　质　学　报
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ｅｏ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ｃｎ／ｄｚｘｂ／ｃｈ／ｉｎｄｅｘ．ａｓｐｘ ２０２１年

由于此区域有大量峡谷网和外流河道发育，为古湖

泊提供了 充 足 的 水 源 供 给。相 比 之 下，在 Ｔｈａｒｓｉｓ
地区及 Ｈｅｌｌａｓ盆地的东北及西南部，由于火山活动

较为频繁，熔岩流覆盖了大片区域，古湖泊盆地也相

对较少。
除了撞击坑内发育的湖泊，火星表面也存在坑

间盆地湖泊、火山口湖泊、构造湖泊等多种类型的湖

泊（Ｃａｂｒｏｌ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这些湖泊干涸之后，可能

经历多种后期改造作用，如熔岩流充填、冰川活动、
风力作用的堆积与侵蚀等，因此火星古湖泊盆地内

保存了从早期的水成沉积到后期改造这一全过程的

地质记录，是研究火星地质演化的窗口，一直是火星

探测与科学研究的热点。

２．４　冲积扇与三角洲

冲积扇和三角洲是水携带沉积物从流域盆地进

入平坦开阔区域后，由于水流速突然降低而形成的

水成扇状 沉 积 地 貌（Ｐｌｕｍｍ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其 中

冲积扇一般形成于无水的山前平原或盆地，而三角

洲形 成 于 稳 定 水 体 中（Ｎｅｍｅｃ　ｅｔ　ａｌ．，１９８８；Ｄｉ
Ａｃｈｉｌｌ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Ｇｏｕｄｇ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火星

冲积扇（图６ａ）和三角洲（图６ｂ）在整体形貌上与地

球相似。Ｃａｂｒｏｌ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１）在火星表面识别出７５
处湖相三角洲，并将其分为扇状、狭长状和朵状三大

类。Ｍｏｒｇａ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在火星表面识别出８４处

独特的阶梯状三角洲，它们被认为是在湖泊盆地的

水面不断上升的过程中沉积 而 形 成 （ｄｅ　Ｖｉｌｌｉｅｒ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利 用 高 分 辨 率 的 影 像 和 高 程 数 据，前

人对扇状沉积的形貌进行了测量，结果显示，冲积扇

的规模为百 米 到 千 米 尺 度 不 等，平 均 坡 度 约 为４°，
其剖面形态多呈下凹状（Ｍｏｏｒ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５；Ｋｒａａｌ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Ｋｌｅｉｎｈａｎｓ，

２０１０；Ｍｏｒｇａ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三角洲的大小多在千

米尺度，一般具有较低的表面坡度（约１°～２°），但阶

梯状三角洲的坡度可达７°以上，剖面形态为上凸或

下凹（Ｄｉ　Ａｃｈｉｌｌ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ｄｅ　Ｖｉｌｌｉｅｒ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Ｍｏｒｇａ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
火星冲积扇和三角洲均呈扇状，两者在形貌上

易于混淆，最为可靠的区分冲积扇与三角洲的标志

为地层沉积结构。类似地球，不同于冲积扇，三角洲

形成于稳定水体，其在地层上具有典型的三层结构：
水平至近水平的顶积层、陡峭的前积层、水平至近水

平的底积层。因而如果为三角洲，则应在顶积层和

前积层以及前积层和底积层间发现两处地层倾角的

陡 变（Ｂｌａｉｒ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４；Ｇｏｕｄｇ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

图６　火星冲积扇（ａ，中心坐标７４．４６°Ｅ，２２．７３°Ｓ）与

三角洲（ｂ，中心坐标８３．０８°Ｅ，２９．０７°Ｓ）

Ｆｉｇ．６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Ｍａｒｔｉａｎ　ａｌｌｕｖｉａｌ　ｆａｎ（ａ，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　７４．４６°Ｅ，２２．７３°Ｓ）ａｎｄ　ｄｅｌｔａ
（ｂ，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　８３．０８°Ｅ，２９．０７°Ｓ）

各图中红色代表高程较高，蓝绿色高程较低，图中白色箭头指

示冲积扇或 三 角 洲 的 边 缘；图 像 均 为 ＭＯＬＡ高 程 图 叠 加 在

ＣＴＸ影像上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ｏｌｏｒ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ｓ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ｇｒｅｅｎ　ａｎｄ

ｂｌｕｅ　ｃｏｌｏｒｓ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ｌｏｗｅｒ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ｓ；ｗｈｉｔｅ　ａｒｒｏｗｓ　ｄｅｎｏｔｅ

ｔｈｅ　ｍａｒｇｉｎ　ｏｆ　ｔｈｅ　ｆａｎｓ；ｔｈｅ　ｉｍａｇｅｓ　ａｒｅ　ＭＯＬＡ　ｃｏｌｏｒｉｚｅｄ

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ｍａｐ　ｏｖｅｒｌａｉｄ　ｏｎ　ＣＴＸ　ｍｏｓａｉｃｓ

Ｈｕｇｈｅ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９）。然而，如此精细的分析需要

依赖于“高分辨率成像科学实 验 装 置（ＨｉＲＩＳＥ）”的

极高分辨率影像以及火星车相机的影像，但目前这

些影像的覆盖率均较低，因此关于火星三角洲的判

定仍在进一步研究中。
近年来，对火星水成扇状沉积的识别结果表明，

冲积扇和三角洲在火星南部高原上广泛分布且与纬

度具有较强 的 相 关 性（图５）。其 中，冲 积 扇 多 分 布

于二分性边 界 附 近（０°Ｎ～１０°Ｎ）以 及 海 拔 较 高 的

１０°Ｓ～３０°Ｓ，而三角洲则主要分布于海拔较低的０°Ｎ
～４０°Ｎ且 在０°Ｓ～３０°Ｓ也 有 部 分 分 布（Ｗｉｌｓｏｎ　ｅｔ

０６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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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ｌ．，２０２１）。此外，Ｄｉ　Ａｃｈｉｌｌ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对位于火

星二分性边界附近的三角洲进行了识别和研究，并

认为它们的 分 布 指 示 了 火 星 北 部 平 原 可 能 曾 为 古

海洋。

３　火星水成地貌的活动历史

对水成地貌形成时代的约束，主要依靠对地层

交切关系的判断以及对水成地貌及其所在地质单元

的撞击坑统计定年。撞击坑统计法的全称为“撞击

坑大小－频率分布 定 年 法”，它 是 国 际 行 星 科 学 领 域

广泛应用的行星表面年龄研究方法。其依据撞击作

用总体表现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天体表面撞击坑的

大小和数量不断减小的规律，通过对撞击坑的大小

和频率分布进行统计，并与年代学曲线进行拟合，即
可获得 天 体 表 面 的 绝 对 模 式 年 龄（Ｉｖａｎｏｖ，２００１；

Ｎｅｕｋｕｍ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１；Ｍｉｃｈａｅｌ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Ｚｈａｏ
Ｊｉａｎｎａ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

在峡谷网年龄的研究上，可通过分析峡谷网所

流经的地质单元的时代以为峡谷网的形成年龄提供

约束。目前，不同的填图结果得到的峡谷网年龄略

有不同，但总体特征一致。根据Ｃａｒｒ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７）
的水系分布图，９０％的峡谷网分布在诺亚纪地质单

元中。Ｈｙｎｅｋ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的 结 果 表 明，９１％的 峡

谷网分布在诺亚纪单元，６％分布在西方纪单元，剩

余３％则 分 布 在 亚 马 逊 纪 地 质 单 元 内。Ａｌｅｍａｎｎ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的研究结果则显示有高达９４％的峡谷

网分布在诺亚纪地质单元。总体而言，火星峡谷网

的形成时间主要是诺亚纪，也有部分延伸至西方纪。
古湖泊及其内部发育的三角洲和冲积扇等水成

地貌一般与峡谷网相连，故具有与峡谷网相对一致

的活动年龄。Ｆａｓｓｅｔｔ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利用火星高分辨

率遥感影像数据，采用带缓冲区的撞击坑统计法，对
与火星古湖泊相连的峡谷网的年龄进行了研究，得

到它们的平均年龄为３．５３Ｇａ（根据Ｈａｒｔｍａｎｎ定年

方法）或３．７５Ｇａ（根据Ｎｅｕｋｕｍ定年方法），因而判

定火星古湖 泊 在 诺 亚 纪 与 西 方 纪 交 界 时 期 逐 步 干

涸。此外，也可通过对古湖泊盆地内部的原始沉积

物单元如层状沉积、三角洲沉积等进行定年以约束

古湖泊干涸 的 时 代。Ｚｈａｏ　Ｊｉａｎｎａ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０）对

Ｈｅｌｌａｓ盆地西 北 部 区 域 部 分 古 湖 泊 的 湖 底 沉 积 物

单元进行了定年，得到了３．６４～３．５４Ｇａ的定年结

果，指示着该区域古湖泊主要在诺亚纪与西方纪过

渡时期干涸。
值得注意的是，在相对干旱寒冷的亚马逊纪，也

可能存在液态水的活动，并形成湖泊和冲积扇等水

成地貌。Ｈｏｗａｒｄ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提出火星Ｎｅｗｔｏｎ和

Ｇｏｒｇｏｎｕｍ盆地可能在西方纪和亚马逊纪交界时期

存在湖泊活动。Ｗｉｌｓｏ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通过对河道特

征的研究，在火 星 Ａｒａｂｉａ高 地 区 域 发 现 了 近１０个

可 能 活 动 于 亚 马 逊 纪 的 古 湖 泊。Ｇｒａｎｔ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９）对“好奇号”着陆点Ｇａｌｅ撞击坑内冲积 扇 的

定年结果表明，部分冲积扇的年龄可能小 于２Ｇａ，
并认为在亚马逊纪Ｇａｌｅ撞击坑内也可 能 有 晚 期 的

水活动。
外流河道较峡谷网更宽，可以在河床上直接实

施撞击坑统计定年获得外流河道的活动时代。但需

要注意的是，外流河道可能经历后期的改造作用，如
熔岩流的充填，因而必须利用高分辨率影像和光谱

数据，在对河床物质加以识别和判断的基础上，确认

是否能通过撞击坑统计获得有效的外流河道活动年

代。目前，对外流河道开展的地质填图表明，它们主

要活动于西方纪，并以晚西方世为主（Ｋｒｅｓｌａｖｓｋｙ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２；Ｔａｎａｋａ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５），但是也存在亚马

逊纪的外流河道，如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ｚ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提出流

入Ｃｈｒｙｓｅ平原的部分外流河道可能存在多 次 流 水

活动，且主要的活动时间为亚马逊纪，并在中亚马逊

世达到峰值。
总体而言，火星表面的水成地貌主要形成于诺

亚纪并延伸至西方纪，与水成矿物的形成时代较为

吻合（图７；Ｂｉｂｒｉ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６；Ｅｈｌｍａｎ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而亚马逊纪水成地貌较少，这也反映了火星

气候及液态水环境的变化。

４　火星水成地貌的气候及天体生物学
意义

　　火星气候演化及宜居性是火星科学的重大研究

课题，它们都与水的活动密切相关，因此，对火星表

面水活动的记录———水成地貌的详细解析可为该课

题的研究提供重要线索。
当前，对火星的早期气候条件仍存在较大的争

议。一方面，火星表面广泛存在具有树枝状水系形

态的峡谷网、不同类型的古湖泊、三角洲和冲积扇等

水成地貌，火星车的原位探测也证实了河流和湖泊

的存在，结合大量出露的黏土矿物及风化剖面，共同

指示 了 火 星 早 期 可 能 存 在 温 暖 湿 润 的 气 候 条 件

（Ｃｒａｄｄｏｃｋ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２；Ａｎｓａ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６；

Ｂａｋｅｒ，２００６；Ｂｉｂｒｉ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６；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ａ；Ｃａｒｔ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Ｇｒｏｔｚｉｎｇｅｒ　ｅｔ　ａｌ．，

１６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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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火星水活动历史（据Ｅｈｌｍａｎ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修改）

Ｆｉｇ．７　Ａｑｕｅｏｕｓ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Ｍａｒｓ（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ｆｒｏｍ　Ｅｈｌｍａｎ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

２０１５；Ｒａｍｉｒｅｚ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Ｌｉ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１）。同

时，对峡谷网和古湖泊的定年结果显示，它们主要在

诺亚纪和西方纪交界时期停止活动，指示了从诺亚

纪进入西方纪，火星气候发生了重大变化，可能从温

暖 湿 润 变 为 寒 冷 干 旱，不 再 适 合 地 表 水 的 存 在

（Ｆａｓｓｅｔｔ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但另一方面，也有观测结果

支持火星早期存在寒冷干燥的气候。例如，火星峡

谷网发育不成熟，且通常在下游保持相对恒定的宽

度，而 地 球 表 面 的 河 流 则 在 下 游 变 得 更 宽、更 深

（Ｃａｒｒ，２００６；Ｇｒａｕ　Ｇａｌｏｆｒ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０）；火星的峡

谷网存在一些弯曲度较小、源头突然出现的小规模

浅支流，它们往 往 具 有 Ｕ形 的 横 截 面，可 能 表 明 其

形成于地下水的潜蚀作用或冰川侵蚀作用（Ｌａｉｔｙ　ｅｔ
ａｌ．，１９８５；Ｍａｌｉｎ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９），指示相对寒冷的气

候条件。同时，在火星早期具有稠密的ＣＯ２大气、低
太阳能的环境下，气候模型无法模拟出温暖湿润的

条件，由此认为火星早期应该是寒冷干旱的（Ｆｏｒｇｅｔ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Ｗｏｒｄｓｗｏｒｔｈ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

为解决这两种气候模式之间的矛盾，温暖干旱

（Ｒａｍｉｒｅｚ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Ｓｅｙｂｏｌｄ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寒冷

湿润（Ｆａｉｒéｎ，２０１０；Ｋａｍａｄａ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０）、周期性

温暖湿润（Ｈａｌｅｖｙ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Ｃａ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９）
等其他气候模式也被相继提出，但尚未有任何一种

气候模式能够完美解释火星地表多样的水成地貌特

征。因而，研究者也提出火星早期气候可能存在区

域 差 异 性（Ｆａｓｓｅｔｔ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Ｚｈａｏ　Ｊｉａｎｎａ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０），例如Ｆａｓｓｅｔｔ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对火星古湖泊

流域面积及 湖 泊 面 积 的 对 比 研 究 发 现，火 星４０°Ｗ

至８０°Ｅ之间的区域具有较为湿润的气候，同时从赤

道区域 向 南，气 候 逐 渐 变 得 干 旱；Ｈｕｒｏｗｉｔｚ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对“好奇号”行驶路径上泥岩的矿物成分分析

发现，Ｇａｌｅ撞击坑所在区域在早西方世呈现逐渐变

暖的气候特征，指示了在西方纪火星全球变冷的气

候背景下局部地区的气候变化存在特殊性。
火星水成地貌对于天体生物学研究也具有重要

意义。火星古湖泊特别是开放系统古湖泊可能具有

较长时间的水活动，是最可能存在宜居环境、保存生

命痕 迹 的 区 域（Ｆａｓｓｅｔｔ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Ｇｏｕｄｇ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因 而 也 是 火 星 原 位 探 测 的 重 点 对 象，
“勇 气 号 （Ｓｐｉｒｉｔ）”、“好 奇 号 ”、“毅 力 号

（Ｐｅｒｓｅｖｅｒａｎｃｅ）”等 火 星 车 都 选 择 了 古 湖 泊 盆 地 开

展探测。目前，“好奇号”在Ｇａｌｅ撞击坑内发现了大

量水活动的证据，且存在较为稳定的具有中性ｐＨ、
低盐 度 的 水 环 境（Ｇｒｏｔｚｉｎｇ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Ｈｕｒｏｗｉｔｚ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并且探测到了Ｃ、Ｈ、Ｏ、Ｓ、

Ｎ、Ｐ等与生 命 相 关 的 重 要 化 学 元 素（Ｇｒｏｔｚｉｎｇ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支持了宜居环境的存在；同时在古老泥

岩（～３．５Ｇａ）样品中检测到了热解产生的噻吩类、
芳香族 和 脂 肪 族 化 合 物，有 机 碳 含 量＞５０ｎｍｏｌ
（Ｗｅｂｓｔ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Ｅｉｇｅｎｂｒｏｄ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
尽管无法确定这些有机物是否为生物成因，但对于

了解火星古湖泊中有机碳的保存及碳循环提供了有

利信息。火星表面的干盐滩沉积有氯盐、硫酸盐等

盐类矿物，如果火星曾经存在过生命，这些长期保存

在极端干旱条件下的蒸发盐将为可能的生物标志物

提供理想的保存环境，是开展天体生物学研究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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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对 象（Ｓｔｉｖａｌｅｔｔａ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Ｈｕａｎｇ　Ｔｉ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Ｙｅ　Ｂｉｎｌｏ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９；Ｄａｎｇ　Ｙａｎａ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０）。此 外，对 峡 谷 网、三 角 洲、外 流 河 道

等地貌的形成和持续时间的研究可为火星液态水活

动提供时间约束，有助于确定宜居环境的存续时间

（Ｈｏｋ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Ｋｅｒｅｓｚｔｕｒｉ，２０１２）。

５　火星水成地貌研究亟待解决的问题

５．１　水成地貌的水源类型

火星上峡谷网、古湖泊等水成地貌的水源类型

对于了解火星的古气候条件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前人的研究已经提出了与大气降水、地下水、冰川融

水等相关的多种水源供给模型（Ｂａｋｅｒ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１；

Ｂａｋｅｒ，２００１；Ｃｌｉｆｆｏｒｄ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１；Ｐｈｉｌｌｉｐ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１；Ｍｉｓｃｈｎａ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３；Ｒｕｓｓｅｌｌ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３；

Ｈａｎｎａ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５；Ｆａｓｓｅｔｔ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其中，

Ｆａｓｓｅｔｔ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的研究表明，火星早期古湖泊的

水源供给类型可能随古湖泊所处的海拔高度而变化，
位置较高的古湖泊可能由大气降水形成的地面径流

供给，而高程较低的古湖泊可能主要由地下水供给。
不同的水源供给类型也形成了不同的峡谷形貌和水

系特征。具有树枝状水系的古湖泊一般由地面径流

供给，而具有较短的单一峡谷的古湖泊可能是由地下

水在短时 间 内 突 然 释 放 形 成（Ｆａｓｓｅｔｔ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

Ｇｏｕｄｇ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尽管如此，目前对火星

峡谷网的形貌及其与水源类型的关系仍然缺少系统

的研究，对于不同区域、不同时代的古湖泊的水源供

给特征还有待查明，需要利用高分辨率遥感影像对峡

谷网和古湖泊进行识别与水源追踪，并结合地质背景

具体分析不同地质过程对峡谷网和古湖泊水源供给

的贡献，获得对水成地貌水源的正确认识。

５．２　水成地貌所指示的火星水环境特征

火星水环境特征及其随时间的变化对于探索火

星的环境宜 居 性 及 保 存 生 命 痕 迹 的 可 能 性 至 关 重

要。开展水环境特征的研究需要对水成地貌中沉积

物的矿物成分进行分析。近年来，美国实施的多项

原位探测任务获得了大量关于火星局部区域的矿物

成分和水 环 境 的 探 测 结 果（Ｓｑｕｙｒｅ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４；

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６；Ｇｒｏｔｚｉｎｇ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Ｒｕｆｆ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Ｈｕｒｏｗｉｔｚ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但是，由于

巡视探测着陆点有限，对大区域范围内的成分研究

主要依靠 遥 感 光 谱 探 测。目 前，“火 星 快 车（Ｍａｒｓ
Ｅｘｐｒｅｓｓ）”探测器搭载的“可见光及红外矿物制图光

谱仪（ＯＭＥＧＡ）”获 取 了 火 星 表 面 较 高 覆 盖 率 的 光

谱数据，但其空间分辨率相对较低，最高仅约为每像

素３５０ｍ；ＭＲＯ搭载的“火星专用小型侦察影像频

谱仪（ＣＲＩＳＭ）”能够获得高达每像素１８ｍ的 可 见

光－近红外光谱数据，但高分辨率数据的空间覆盖率

有限，在其运行的前６年仅覆盖火星 表 面 约２％的

面积（Ｃａｒｔ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因此，一方面有待于更

多探测任务搭载高分辨率光谱仪，获得更多的遥感

光谱数据，另一方面，也需要综合多种光谱数据，开

发新的光谱分析方法，利用现有的光谱数据重点开

展层状硅酸盐、氯盐、硫酸盐、碳酸盐等水成矿物的

识别，综合分析矿物集合体的特征以及各类矿物在

三角洲、湖泊盆地等水成地貌内的空间分布规律，更
好地约束火星的水环境特征。

５．３　火星亚马逊纪水成地貌的成因

亚马逊纪是火星最年轻的地质时代，其具有最

长的时间跨度，约为３１亿年前至今。气候模拟及地

质分析显示，亚马逊纪的火星气候寒冷干旱，水主要

以冰 的 形 式 存 在 于 火 星 两 极 和 地 下（Ｈｅａｄ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３；Ｍａｄｅｌｅｉｎ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Ｃａｒ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
但近年来的研究发现，亚马逊纪仍可能有地表水的

活动并形成多种水成地貌（见第３节）。早期的观点

认为，这些水流活动主要与突发性的地质事件如火

山活动（Ｇｕｌｉｃｋ，２００１；Ｆａｓｓｅｔｔ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６）和撞击

事件（Ｍｏｒｇａ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导致的地下冰层融化相

关。但随着高分辨率影像数据的获取，更多的地质

证据表明亚马逊纪也可能存在相对较长时间地表液

态水活动。Ｋｉｔ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对部分冲积扇的研究

表明，在西 方 纪／亚 马 逊 纪 交 界 时 期 有 至 少２０Ｍａ
甚至超过３００Ｍａ的 时 间 内 火 星 存 在 宜 居 环 境，即

能够使液态水在火星表面稳定存在。他们利用模型

计算对火星古河道开展的研究也支持了亚马逊纪存

在降 雨 导 致 的 地 表 水 活 动（Ｋｉｔ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９）。

Ｗｉｌｓｏ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提出亚马逊纪古湖泊可能是在

较长时间的湿冷气候条件下由冰雪融水供给而形成

和存续。此外，当前火星表面依然持续形成的冲沟、
复现性斜坡纹是否与水的活动相关也有待进一步研

究。由此可见，有必要开展更广泛的亚马逊纪水成

地貌的调查研究，探讨它们的形成机制和持续时间，
这将为进一步了解亚马逊纪气候，探索当前火星的

宜居性提供支持。

５．４　火星水成地貌与我国柴达木盆地地貌的类比

由于目前火星探测方法及探测数据有限，人类

也难以在火星表面实地开展地质地貌的研究工作，
故仅依靠现有的火星探测数据很难全面地回答水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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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貌的形成机制、演化过程、气候背景等问题，而开

展比较行星学研究，对地球表面的类火星地貌进行

实地调研则成为解决上述问题的重要途径。
近年来，柴达木盆地以其独特的地理和气候环

境条件受到了国际行星科学界的广泛关注，成为了

新的 火 星 类 比 研 究 基 地（Ｘｉａｏ　Ｌｏ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

Ｘｉａｏ　Ｌｏｎｇ，２０２１）。国内外多个研究组已经对柴达

木盆 地 与 火 星 的 相 似 性 开 展 了 初 步 的 对 比 研 究

（Ｍａｙ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Ｚｈｅｎｇ　Ｍｉａｎｐｉ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Ｋｏ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Ａｎｇｌé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

Ｃｈｅｎｇ　Ｚｉｙ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Ｘｉａｏ　Ｌｏ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

Ｘｉａｏ　Ｌｏｎｇ，２０２１；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Ｓｕｎ　Ｙ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１）。在 水 成 地 貌 的 研 究 方 面，已 开 展 了 与

火星古湖泊内多边形地貌的类比研究（Ｄ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Ｃｈｅｎｇ　Ｒｕｉｌｉ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１），类火星倒

转河道成因的研究（Ｚｈａｏ　Ｊｉａｎｎａ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１）等。
但是，目前的研究还较为初步，需要继续开展不同水

源特征的河道形貌、古湖泊沉积物的水环境指示、三
角洲和冲积扇沉积的形成演化及矿物特征等方面的

类比研究，以更好地回答当前火星水成地貌研究中

存在的问题。

６　结语

本文回顾了火星水成地貌的探测与研究历史，
并着重分析了峡谷网、外流河道、古湖泊和水成扇状

沉积等主要水成地貌类型的形貌、分布、年龄等地质

特征，对它们所指示的古气候环境进行了探讨。尽

管目前仍在诸多方面存在争议，但毋庸置疑的是，液
态水曾经在火星表面广泛存在，并在火星地貌的塑

造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未来的研究中，仍需

要在水成地貌的水源、火星水环境特征、亚马逊纪水

成地貌以及与柴达木盆地相似地貌的类比分析等方

面开展进一步的研究，更好地揭示火星表面的水活

动历史。相信随着包括我国“天问一号”在内的多项

探测任务的相继实施，会获得更为多样、更高分辨率

的探测数据，为更深入地认识火星水成地貌，了解火

星气候变化及宜居性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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