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美国宇航局警告称，地球即将遭受一场毕

生难遇的“空间风暴”，美国宇航局高级科学家认为，

2013年太阳从“深沉睡眠”中苏醒，产生的太阳耀斑将

给地球磁场造成前所未有的破坏。

NASA 最新发表声明称，超级风暴可能像“一道

闪电”，若不提前采取预防措施，将对整个世界的健

康、紧急服务和国家安全造成灾难性后果。为此，英

国将面临大规模停电，并将长期失去重要的通讯信

号。科学家认为这场风暴活动可能会摧毁一切事物，

从紧急服务系统、医疗设备、银行系统、空中交通控制

设备，到日常电子产品，例如家用电脑，iPod和卫星导

航。由于人类对电子设备的高度依赖，而后者对磁场

能量非常敏感，这场风暴造成的损失预计为几十亿英

镑，并给政府造成“潜在的摧毁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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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就在身边 擦亮您的双眼 我们与您同行 共创美好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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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周趣图

据国外媒体报道，一个荷兰科学小组最近的研究

结果证明，在装备了新型望远镜之后，我们将有可能

探测到围绕其他恒星运行的系外行星上的生命信号。

尽管即便是除去太阳之外距离我们最近的恒星

也在 4.2 光年之外，然而生命活动产生的物质会在其

大气中表现出来从而被我们检测到，这种信号就被称

作“生物标记气体”。这种想法自从上世纪 60 年代开

始便已经出现，而现在它将得到最新型望远镜观测技

术的支持，这种新型望远镜的核心思想是使用成本相

对低廉的地基通量收集望远镜实现对系外行星大气

中氧信号的高分辨率观测。有关该项研究的论文发

表在 2月 20日出版的《天体物理学》杂志上。

有关对于围绕其他恒星运行的行星，即所谓系外

行星的观测有朝一日将有可能揭示生命存在信号的

想法数十年之前便已经存在。地球大气层中大约 1/5

的成分是氧气，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大量的氧，是因为

地球上的生命活动，也就是植物进行的光合作用。如

果没有植物源源不断地通过光合作用向大气中输送

补充氧气，地球大气中的氧气成分会很快耗尽，因为

自然界不断进行的大量化学反应都需要氧气的参

与。如果我们能在一颗太阳系以外类地行星的大气

中检测出氧气成分，那么这就极有可能说明这颗行星

上存在生命现象。

由于要对系外行星大气进行观测是极具挑战性

的，因此直到最近，人们一直认为要开展这样的观测

只有可能依靠发射空间望远镜，因为从地面上进行观

测，去搜寻遥远系外行星大气中的氧气信号将会受到

地球自身大气中的氧气和臭氧分子信号的极大干

扰。然而美国和欧洲原计划发射执行此类计划的望

远镜，如美国宇航局的类地行星发现者(TPF)以及欧

洲空间局的达尔文望远镜都已经先后被取消了。在

这种局面下，继续指望利用空间望远镜执行相关的观

测计划已经不切实际，预计在未来 25年内斗不会有类

似的计划被执行。

而现在，一组来自荷兰莱顿大学和 SRON 荷兰空

间研究所的科学家们证明了，我们并不一定需要进入

太空也能开展这样的研究。在此过程中所需要用到

的一项技术在近期的测试中得到了很好的结果。

本研究第一作者伊格那斯·斯奈伦表示：“区分地

球本身大气中的氧分子信号以及来自遥远系外行星

大气中可能存在的氧气信号的方法是仔细分析对比

其吸收线。”

他说：“由于系外行星相对地球存在的相对运动，

来自系外行星大气中气体的吸收线会呈现极细微的

多普勒效应，如果使用精度足够高的设备，这种差异

是可以被测量出来的。”

这样一来，进行此类研究便不再需要将望远镜送

入太空，从而节约了一个数量级的经费开支。近期，

科学家们利用设在南美洲智利的欧洲南方天文台甚

大望远镜(VLT)对这项技术进行了测试。科学家们对

一颗木星大小的，距离其母恒星距离非常近的系外行

星进行了观测，结果在其大气层中检测出了一氧化碳

成分。

研究小组认为，一颗和地球大小相类似的系外行

星大气中，其显示的氧气信号在一颗红矮星光芒的背

景上对比起来，其强度大约只会比此前在围绕牧夫座

T 周围木星大小的系外行星大气中检测出的一氧化

碳信号弱 3倍左右。所谓红矮星是一种温度比太阳低

得多，质量也要比太阳小得多的恒星类型，在这一案

例中，所采用的红矮星质量值约为太阳的 1/5。这类

红矮星的亮度相比牧夫座 T 要暗弱数百倍，因此我们

需要更大型的望远镜。

研究小组成员拉姆科·科克表示：“欧洲的下一代

大型望远镜，其在这方面的观测能力将比现在的欧洲

甚大望远镜高出25倍。”他说：“如果类地行星较为常见

并且距离我们较近，那么使用这台设备就有可能探测

到其大气中可能存在的氧气分子信号——当然，要想

做到这一点我们还需要有很好的运气，或许即便是这

样级别的先进望远镜仍然不足以达成这样的目标。”

因此研究小组建议将精力投入到通量收集望远

镜的开发之中去。斯奈伦表示：“对于恒星和系外行

星的光谱观察，我们并不一定需要那么清晰的成像。

重要的是要收集尽可能多的光线，这样一来，在成像

精度要求不高的情况下我们便可以使用等级稍低的

望远镜镜面来开展工作，从而节省大量经费。”他说：

“假如能构建一套占地面积约合几个足球场面积相当

的集光望远镜设备，我们就将有可能开展针对太阳系

附近系外行星的天体生物学研究工作。尽管仍然前

路漫漫，但在未来的 25年之内我们将有可能达成这一

目标。”

天文学家称有望25年内探测到外星生命信号■ 新 知
文·晨 风

2013为太阳活动峰年 发生太阳风暴可能性大

太阳也要太阳也要打个打个““喷嚏喷嚏””
文·本报记者 王婷婷

太阳风暴指太阳在黑子活动高峰阶段产生的剧

烈爆发活动。爆发时释放大量带电粒子所形成的高

速粒子流，严重影响地球的空间环境，破坏臭氧层，干

扰无线通信，对人体健康也有一些的危害。

太阳会在太阳黑子活动的高峰时产生太阳风暴，

它是由美国“水手 2号”探测器于 1962年发现的，它是

太阳因能量的增加而使得自身活动加强，从而向广袤

的空间释放出大量带电粒子所形成的高速粒子流，科

学家把这一现象比喻为太阳打“喷嚏”。由于太阳风

中的气团主要内容是带电等离子体，并以每小时 150

万到 300 万公里的速度闯入太空，因此它会对地球的

空间环境产生巨大的冲击。

名词解释
太阳风暴被喻为太阳打“喷嚏”

中国科学院空间环境预报中心空间环境业务预

报组组长钟秋珍副研究员接受科技日报采访时表示，

目前人类还无法对太阳风暴的具体时间和强度做出

长期预测，NASA 关于太阳风暴的预测应该是基于太

阳活动长期变化规律得出的结论。她解释说，目前，

太阳正处于第 24个活动周的峰年，峰年中太阳风暴发

生频次高、强度大，根据统计，在这样的年份发生强烈

太阳风暴的可能性比较大。观测显示，到目前为止，

太阳活动还没有达到预期峰年水平。

太阳活动是太阳大气中局部区域各种不同活动

现象的总称，其主要标志是太阳黑子和耀斑，其活动

强弱变化以 11 年为一个周期。国家空间天气监测预

警中心首席预报员薛炳森表示，综合我国对于空间天

气的最新监测结果，目前太阳活动相对平稳，近期爆

发显著太阳风暴的可能性不大。

专 家 解 释 ，太 阳 活 动 强 弱 是 基 于 一 个 整 体 水

平，整体水平高时出现大影响事件的概率就大；现

在整体水平相对较低，出现大影响事件的可能性也

就较小。2012 年，太阳活动整体处于相对活跃阶

段 。 目 前 太 阳 活 动 处 于 第 24 周 高 年 的 阶 段 性 波

谷，据此判断 2013 年下半年可能会再次达到一个阶

段性高点。

专家解读
目前为止太阳活动还没有达到预期峰年水平

钟秋珍指出，我国空间环境预报水平基本与国际同

步，能够在太阳风暴爆发前几天时间内做出预报，太阳

风暴发生后，从太阳到地球还有1至3天的传播时间，可

以进行应急响应，减少灾害带来的损失，公众不必恐慌。

太阳风暴发生时，人类基本上感受不到。专家解释，

因为地球有强大地磁场防护。太阳喷出来的物质温度很

高，都是带电的。由于地磁场的屏蔽，带电的粒子能量低

一些的大部分就屏蔽掉了。另外，咱们地球还有很厚的大

气层，太阳风暴会有高能射线，也是带电的。在大气层里

就和大气原子反应减速，基本在大气里就消失了。

当强太阳风暴来袭时，最重要的影响，表现在卫星

上。专家表示，巨大的太阳风暴吹到地球，会让地球的

环境状况发生巨大变化。比如电离层高度下降，形态

改变，通讯中断。高能粒子辐射，影响卫星运行。此

外，由于太阳风暴对高纬度地区影响较大，对于我国等

中低纬度地区为主的国家，伤害会相对较小。

太阳风暴爆发人类基本感受不到

太阳活动强烈时，会对航天活动有极大的破坏

性。高能质子达到地球附近，特别是容易到达无辐射

带保护的极区，会影响极区飞行；如遇卫星则对卫星

上的仪器设备有破坏作用；太阳能电地在高能质子的

轰击下，性能会严重衰退以至不能工作；如遇在飞船

外工作的宇航员将危及生命。

所以，航天发射窗口期的选择都会参考太阳活动

的预测分析结果，钟秋珍表示，我国今年将有两次航

天发射任务，届时将对空间环境进行预测，以保证航

天探测任务顺利完成。

据了解，我国航天发展历程较长，以往在太阳活动

的峰年和下降年都有过发射任务。虽然峰年太阳爆发

活动的频次高强度大，但还是能够找出相对的平静期

来执行发射任务。钟秋珍表示，在既定窗口期的前三

个月、一个月乃至两周、一周都要进行分析预测，提前

会对发射窗口进行安全性评估，以保证任务顺利完成。

航天发射窗口期选择将避开太阳风暴

1971年 10月 25日，联合国恢复我国合法席位，联

大报告送回中央审查，恰好遇到太阳风暴，短波通信

受阻，传了几个小时，险些误了大事。

1989 年 3 月，太阳风暴袭击加拿大魁北克电站，

电压器被烧毁。很多近地卫星和同步轨道卫星发生

异常、轨道改变，甚至报废。全球无线电通信受到干

扰或中断。轮船、飞机的导航系统失灵，美国海军的

4 颗导航卫星提前一年停止服务。预警跟踪目标丢

失 6000 多个。宇航员、高空飞机乘客受到超警界的

剂量。

1991年 4月 29日，强磁暴发生后使美国缅因州核

电厂发生灾难性破坏。

1994年 1月 20—21日，两个加拿大通讯卫星发生

故障。

1997年 1月 6—11日的日冕物质抛射使 AT&T 公

司通讯卫星报废。

1998年 5月 19日美国银河四号通讯卫星失效，同

时德国一颗科学卫星报废。

2000 年 7 月 14 日 欧 美 的 GOES、ACE、SOHO、

WIND 等重要科学研究卫星受到严重损害，日本的

ASCA卫星失控，AKEBONO卫星的计算机遭到破坏。

2003 年 10 月 28 日，欧美的 GOES、ACE、SOHO、

WIND 等重要科学研究卫星受到不同程度损害，日本

“回声”卫星失控。

2006 年 12 月 13 日，太阳风暴对我国短波无线电

通信造成严重影响，广州、海南、重庆通信中断达 3 小

时之后恢复正常。卫星也受此影响，故障频繁。比如

风云一号气象卫星、亚太 2号通信卫星等等。

延伸阅读
都是太阳惹的祸

截至目前，人类研发的义肢已经能够接收大脑

信号，并做出相应的动作。但这些义肢却无法做出

传感反馈。据英国《每日邮报》2 月 18 日报道，世界

首只仿生手通过电极直接连接神经系统，让使用者

重获“触觉”。据悉，这种仿生手将首次被移植到病

人的胳膊上。

据报道，仿生手上安装的电极能够让使用者不

仅通过大脑来控制它，还会将信号反馈给大脑。科

学家希望这一突破能够为研制出与人体更相似的新

一代义肢奠定基础。

世界首只仿生手将被移植到人体

蛋糕是人们很喜爱品尝的食物之一，但是如果

把蛋糕做成内存条状的样子后，你是否还有胃口

呢？近日，日本一家内存制造商为了庆祝该公司成

立 33周年，特别推出了一款限量版内存蛋糕。

从外形上看，这款蛋糕做工细致，青绿色的主

板、金黄色的触角、银色的焊点均清晰可见，甚至是

内存颗粒上都印刷了型号和参数等几乎看不见的字

体。如果人们不仔细观察，或许还真以为是包装在

盒子里的内存条，几乎达到了以假乱真的目的。

据了解，这款内存蛋糕按照真实内存 1∶1 比例

纯手工制造，平均每块蛋糕需要花费 3 个小时才能

完成，因此数量十分有限。

限量版内存蛋糕以假乱真

本报讯 国 家 电 网 山 东 高 唐 供

电公司为适应全县农村用电快速增

长的需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家电网

公司有关农网改造升级政策，根据

《山东省农村中低压改造升级技术

原则（试行）》及《山东省农村中低压

改造升级典型设计》，全面开展农网

升级改造工程。

全年共完成农网改造升级中低压

工程 20个，总投资 3121万元。其中新

建 10kV 配出工程 1 个，改造 10kV 线

路 7条，整体改造低压台区 12个，共计

新建 10kV线路 33.10km，改造 10kV线

路 112.48km，农网升级改造工程的实

施，使得全县农村电网健康水平得到

提升。 （杨民清 田之伟）

山东高唐农网改造升级成效显著
本报讯 日前，浙江岱山县电力公司

员工顶着寒风来到该县高亭镇大鱼山

岛，再次为鱼山社区的居户进行节日用

电安全检查。

据了解，为保障岛上居民节日正常生

产生活“不差电”，鱼山岛供电营业组实行

“点对点”联系，确保一旦发生突发状况，

能第一时间将信息上报，并同时启动保供

电预案。与此同时，岱山县电力公司还检

查海底电缆禁锚牌悬挂情况；加强和海事

部门对接；加大对海缆通道特巡、防护力

度，防范外破事件；重点对供电线路和计

量装置进行了检查。早在节前，该公司

就已对春节期间鱼山岛的供电运行方

式、故障抢修、应急供电等方面作了详

细安排。 （任存杰 俞逸烽）

真诚守护让海岛春节“不差电”

本报讯 为了提高铁路公安工作的技术含量，实现

科技强警战略，山西临汾铁路公安处坚持向科技要警

力，通过完善信息化警务平台，为及时发现各类警情，统

一调配警力，合理处置警情提供了良好的工作平台。

据了解，春运以来，临汾铁路公安处再次完善了现

代化的警务指挥中心，升级了管内 17 个基层派出所、9

个直属所队的直拨电话系统和基层线路民警及警用车

辆的 GPS 定位系统等等，新改造完善的信息化警务平

台一经投入使用，就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该公安处利用

信息化平台，共享各类预警性信息 23条，协助抓获网上

逃犯 11 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 21 起，破获倒票案件 31

起，捣毁倒票窝点 6个。 （霍小阳）

山西临汾科学搭建信息化警务平台

太阳因能量的增加而使得自身活动加强，从而向广袤的空间释放出大量带电粒子所形成的高速粒子流，科
学家把这一现象比喻为太阳打“喷嚏”。

2 月 20 日，在广西贺州市昭平县走马乡庙枒村

龙湾屯，当地群众在采摘早春茶。

当日，广西贺州市昭平县举行 2013早春茶开采

仪式，全县 16 万亩茶园提早进入春茶采摘期，几万

名茶农还没有过完新春佳节就赶紧上山赶采春茶。

地处广西东部的昭平县，以盛产早春茶闻名，并

荣获“中国茶产业发展政府贡献奖”“全国重点产茶

县”“中国名茶之乡”等荣誉称号。目前，全县共有茶

园 16 万亩，茶叶企业 100 多家，年产干茶 7000 多吨，

总产值近 8亿元。

广西昭平16万亩早春茶开采

2月 7日傍晚，浙江迎来了大范围

的降雪降温天气，这给舟山金塘山区线

路带来了严重的冰冻灾害，金塘重要的

山潭112线由于雨雪的影响出现故障，

导致金塘山潭区域4000余户断电。

在接到报修电话后，舟山电力局金

塘供电营业所抢修人员第一时间出发寻

找故障点，由于气温很低，道路早被冰雪

覆盖，抢修人员翻山越岭沿着主干线路

冒雪徒步行走进行逐段排查，在找到故

障点在一处上坡的山顶后，抢修人员立

即向上级汇报情况并马上组织抢修。

从故障停电到成功恢复送电，4个多

小时的时间金塘所的抢修人员没有喝一

口水，为的就是使这4000余户居民重新

在这严寒的天气中拥有温暖。（杜杨）

舟山电力局风雪中抢修线路舟山电力局风雪中抢修线路 为居民送温暖为居民送温暖

新华社乌鲁木齐2月20日电（记者刘杰）经国家林

业局批准，新疆今年又有 5处湿地将试点建设国家级湿

地公园。建成后，全疆的国家级湿地公园将达到16个。

记者 20 日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林业厅了解到，此

次获批的 5个湿地公园分别为那拉提国家湿地公园、五

弦河国家湿地公园、千泉湖国家湿地公园、叶尔羌河国

家湿地公园和额敏河国家湿地公园。

据自治区林业厅自然保护区和湿地管理办公室负

责人杜农介绍，那拉提湿地地处伊犁河上游的巩乃斯河

两岸，是我国西部干旱区罕见的河滩芦苇沼泽湿地；五

弦河湿地由 5条河流组成，水源、野生动植物资源丰富，

是当地的“绿色水库”；千泉湖湿地内有大小上千个天然

泉眼，湖区自然环境优良，是成千上万的大天鹅、白枕鹤

等候鸟迁徙的重要中转站；叶尔羌河湿地是塔克拉玛干

沙漠西边稀缺的湿地资源，是维持荒漠区独特的生物多

样性、保护人类生存环境的绿色屏障。新疆共有各类湿

地148.35万公顷，湿地比重远低于我国平均水平。新疆

湿地的垂直分布从－155米至 4800米，形成了复杂多样

的内陆湿地生态系统，与沿海地区和中部地区相比具有

孤岛性、多变性、富营养、矿化度高等特点。

新疆新增5处国家级湿地公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