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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１　金星探测历史任务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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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发射时间 探测器 国家 任务类型 结果 备注

１ １９６０．３．１１ 先驱者５号 美国 飞越 失败 探测高能粒子、总辐射通量行星际磁场分量和微流星；飞行速度未达到飞往金星的轨道速度

２ １９６１．２．４ 金星－１９６１ 苏联 着陆器 失败
苏联首个金星着陆器，用于探测行星际磁场、金星自身磁场、太阳风、宇宙射线、微陨石和金星温度；发射升空后未能

离开地球轨道

３ １９６１．２．１２ 金星１号 苏联 飞越 失败 探测器失联；该探测器后来远距离飞越了金星，但未能传回探测数据

４ １９６２．７．２２ 水手１号 美国 飞越 失败 探测金星红外辐射、太阳等离子体、微陨石、磁力扰动和带电粒子等；升空不久因偏离航向而自毁

５ １９６２．８．２５ 金星－１９６２Ａ 苏联 着陆器 失败
属于苏联第二代火星－金星探测器；携带气体分析仪、温度和压力传感器等探测仪器；在“金星”－１的基础上改进

了防热系统、通信系统和分离机构；进入地球停泊轨道后，因第４级火箭故障而失败

６ １９６２．８．２７ 水手２号 美国 飞越 成功 目标传回大气、磁场、质量等数据；１９６２年１２月１４日成功飞越，探测了金星大气温度等，揭开了人类探测金星的序幕

７ １９６２．９．１ 金星－１９６２Ｂ 苏联 着陆器 失败 进入地球停泊轨道后，因第４级燃料阀门故障而失败

８ １９６２．９．１２ 金星－１９６２Ｃ 苏联 飞越 失败 第４级火箭爆炸致使探测器解体坠毁

９ １９６３．１１．１１ 宇宙－２１ 苏联 飞越 失败
苏联第三代火星－金星探测器；本任务的目的主要是探测前的技术试验，包括通信系统和深空导航试验，但因第４

级火箭点火时定向错误失败

１０ １９６４．２．１９ 金星－１９６４Ａ 苏联 飞越 失败 发射后因第三级火箭燃料管线爆裂而失败

１１ １９６４．３．１ 金星－１９６４Ｂ 苏联 飞越 失败 运载火箭故障导致任务失败

１２ １９６４．３．２１ 金星－１９６４Ｃ 苏联 飞越 失败 未能进入地球轨道

１３ １９６４．３．２７ 宇宙－２７ 苏联 飞越／着陆器 失败 进入地球轨道，但因上面级丢失方向而未能离开地球轨道

１４ １９６４．４．２ 探测器１号 苏联 飞越／着陆器 失败 用于探测宇宙线、辐射、带电粒子、微流星、离子、原子氢和磁场，并携带一台金星着陆器；但由于故障最终失联

１５ １９６５．１１．１２ 金星２号 苏联 飞越 失败 搭载电视系统照相机、红外光谱仪、声谱仪等科学仪器；飞越金星但由于温度过高，未有发回数据

１６ １９６５．１１．１６ 金星３号 苏联 着陆器 失败 于１９６６年３月１日在金星上实现了硬着陆，但由于高热使一切通信遥测信号中断

１７ １９６５．１１．２３ 宇宙－９６ 苏联 着陆器 失败 第四级发动机爆炸；坠毁

１８ １９６５．１１．２３ 金星－１９６５Ａ 苏联 飞跃 失败 发射失败

１９ １９６７．６．１２ 金星４号 苏联 着陆器 部分成功
首个成功穿过金星大气的任务，下降工作时间９３分钟；设计温度／压力３００°Ｃ／２０大气压；距地面２５ｋｍ时被压坏失

联；未能发回金星表面探测数据

２０ １９６７．６．１４ 水手５号 美国 飞越 成功
探测太阳粒子、测量磁场扰动、测量行星际和金星自身磁场、金星大气层的带电粒子、等离子体、无线电折射和紫外

发射；成功飞越金星

２１ １９６７．６．１７ 宇宙－１６７ 苏联 着陆器 失败 运载火箭上面级点火失败，未能离开地球轨道

２２ １９６９．１．５ 金星５号 苏联 着陆器 部分成功 设计温度／压力３２０°Ｃ／２７大气压；大气下降工作时间５３分钟；距地面约２０ｋｍ时被压坏失联

２３ １９６９．１．１０ 金星６号 苏联 着陆器 部分成功 设计温度压力３２０°Ｃ／２７大气压；大气下降工作时间５１分钟；下降至距地表１０～１２ｋｍ高度时才毁坏

２４ １９７０．８．１７ 金星７号 苏联 着陆器 部分成功
显著增强了温压设计；降落伞失败，硬着陆，探测器侧翻，严重影响数据传回；大气下降工作时间５５分钟；首个成功

降落金星地表并发回数据的探测器；在金星表面存活了２３分钟

２５ １９７０．８．２２ 宇宙３５９ 苏联 着陆器 失败 由于运载火箭故障而失败

２６ １９７２．３．２７ 金星８号 苏联 着陆器 成功
第一个全面成功的金星着陆器；下降工作时间５５分钟，按原定计划软着陆；在金星表面存活了５０分钟，进行了一系

列探测

２７ １９７２．３．３１ 宇宙４８２ 苏联 着陆器 失败 因计时器故障导致Ｌ级发动机提前关机而失败

２８ １９７３．１１．３ 水手１０号 美国 飞越金星／水星 成功 首个执行金星和水星双行星探测任务的飞行器；飞越拍摄了几千张金星云层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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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附表１

编号 发射时间 探测器 国家 任务类型 结果 备注

２９ １９７５．６．８ 金星９号 苏联 轨道器／着陆器 成功

３０ １９７５．６．１４ 金星１０号 苏联 轨道器／着陆器 成功

第一对绕金星飞行的双星轨道器；探测了金星大气结构和特性，首次发回了电视摄像机拍摄的金星表面全景黑白图

像；释放的着陆器先后在金星表面着陆，分别存活了５３分钟和６５分钟

３１ １９７８．５．２０ 先驱－金星１号 美国 轨道器 成功
环绕金星的长期轨道器，携带１７台考察仪器；１９９１年其雷达成像仪激活，和麦哲伦号共同进行金星南部地区考察；

１９９２年８月因燃料用尽坠毁于大气层

３２ １９７８．８．８ 先驱－金星２号 美国 轨道器 成功
携带一个大着陆器和３个小着陆器，用于大气采样和检测大气热流变化、云层粒子、太阳辐射等；进入轨道后先释放

大探测器，之后释放３个小探测器；一个小着陆器软着陆，传回了约６７分钟的数据

３３ １９７８．９．９ 金星１１号 苏联 飞越／着陆器 部分成功

３４ １９７８．９．１４ 金星１２号 苏联 飞越／着陆器 部分成功

目标测量金星大气成分、太阳辐射光谱和土壤成分；母舱飞越金星，着陆器实现软着陆，分别工作了９５分钟和１１０

分钟。但两个着陆器的相机盖均未能抛去，没有拍到金星地表影像

３５ １９８１．１０．３０ 金星１３号 苏联 飞越／着陆器 成功

３６ １９８１．１１．４ 金星１４号 苏联 着陆器 成功

是金星１１／１２号的改进型；由母舱和着陆器组成；大气层下降阶段进行了一系列大气和太阳光谱分析，两个着陆器

相隔９５０ｋｍ；着陆后拍摄图像并在金星表面探钻，进行理化和地震探测；下降时间均为５５分钟；在进行表面分别工

作了１２７分钟和５７分钟

３７ １９８３．６．２ 金星１５号 苏联 轨道器 成功

３８ １９８３．６．７ 金星１６号 苏联 轨道器 成功

是一对雷达金星轨道器，任务是长期在轨配合拍摄雷达影像；８个月的工作期间覆盖了金星２５％的表面图像，空间

分辨率为２ｋｍ

３９ １９８４．１２．１５ 维加１号 苏联
大气／着陆器／

飞越哈雷彗星
成功

４０ １９８４．１２．２１ 维加２号 苏联
大气／着陆器／

飞越哈雷彗星
成功

探测器在飞越金星时各释放了一个金星气球和一个金星着陆器，即飞往哈雷彗星飞越的轨道；所释放的气球和着陆

器都实现了既定的探测任务；但维加１号着陆器因受强烈气流扰动，传感器误读，提前在空中启动了钻探程序，导致

采样失败；维加２号着陆器进行了表面钻探和土壤分析

４１ １９８９．５．４ 麦哲伦号 美国 轨道器 成功 金星雷达轨道器；扫描金星９８％表面；首个高分辨率金星全球成图

４２ １９８９．１０．１８ 伽利略号 美国 金星重力辅助 成功 飞越金星距离最近时观察

４３ ２００４．８．３ 信使号 美国 金星重力辅助 成功 飞越金星距离最近时观察

４４ ２００５．１１．９ 金星快车 欧盟 轨道器 成功
欧空局首个金星探测器，主要目标是探测金星大气动力学和气候变化；实际工作长达８年，于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２８日信

号丢失

４５ ２０１０．５．２０ 拂晓号 日本 轨道器 正在运行
日本首个金星探测器，利用多种波长探测仪器，重点了解金星气候演化。探测器于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６日飞越金星，未

能进入金星轨道；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７日重新入轨成功，目前仍在进行探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