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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的南极远不是一个适合人类居住的地

方。那里的温度可以降到零下 58 摄氏度，漫长的

黑夜可以持续 6个月时间，而空气的干燥更是你在

地球其他地方无法体验到的。然而，所有这些极端

条件却使南极成为天文学家的乐园，特别适合探测

宇宙诞生初期时产生的极短波长的辐射。

近日，科学家宣称发现了有关宇宙大爆炸的决

定性证据，而该发现便是来自在南极多年来搜集的

宇宙微波背景辐射观测数据。在南极高原上的阿

蒙森——斯科特南极站，研究团队利用一台体积不

大，但是功能强大的望远镜，在严酷的环境条件下

获得了宇宙学中可能是最重要的一项突破。

“南极是你在地面上最接近太空的地方，”哈

佛-史密森天体物理中心的约翰·科瓦奇说，“这里

是地球上最干燥、最清澈的地方之一，为观测大爆

炸产生的微波提供了完美条件。”约翰·科瓦奇是

“宇宙银河系外偏振背景影像”（BICEP）合作项目

的领导者。

极端的严寒使冬季的风强度减弱至最低，也使

望远镜的观测具有了较高的稳定性。在南极，望远

镜还能够避免星际辐射和尘埃的干扰。阿蒙森-

斯科特南极站的望远镜正处在被称为“南极空洞”

区域内，那里的天空极为清澈，是观测太空深处和

早期宇宙残留的最佳地点。

阿蒙森-斯科特站目前是一个由美国国家科

学基金会资助并管理的科学前哨，夏季时站里拥有

数百位科学家和支持人员，到了冬季漫长的极夜，

工作人员人数则减少到不足 50 人，而大部分的观

测都是在冬季完成的。

来自哈佛大学的科学家斯蒂凡·里克特便常常

陪伴着南极望远镜，他已经度过了九个漫长的南极

寒冬，每天都要从营地步行近 1英里(约合 1.6千米)

前往望远镜。他说，“但这一项目是如此地无法抗

拒。有多少人曾在上班的路上看到过天空中的极

光，看到过那样壮观的极光表演？我们随时随地都

能观赏。”

作为一个在南极工作多年的科学家，斯蒂凡·
里克特并不会在同一台望远镜上工作太长时间。

他介绍说，在望远镜技术中也存在着类似计算机领

域的“摩尔定律”。在“大爆炸-暴胀”的研究中，已

经有三台各不相同、功能不断增加的望远镜投入使

用，而第四台也很快就要上马了。

BICEP 项目的仪器设备放在一起是基于以下

目的：寻找在宇宙大爆炸所释放的引力作用下发

生改变的宇宙微波背景辐射。与位于南极的大

多数设备一样，BICEP 望远镜的体积并不大，与大

多数望远镜相当。它的采光光圈只有 26 厘米的

直径。不过在望远镜内部具有两个镜片，可以偏

转和加强信号——有点像伽利略发明的第一台望

远镜。

综上所述，在南极获得如此重大的发现也就丝

毫不令人惊奇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南极天体

物理学和地球空间科学”项目的主管弗拉基米尔

说：“这是一块只专注于科学的大陆。在那里工作

非常艰苦，环境条件存在着许多限制，但同时也使

一些特殊的科学研究成为可能。”

南极：天文学家的乐园

研究人员发现，我们与生俱来就能通过观察一个男人

的长相，判断出这个人的智商到底有多高。研究人员表示：

“被认为拥有较高智商的脸一般更长，并拥有间距较宽的双

眼、较大的鼻子、稍微上翘的嘴角和更尖而细长的下巴。与

之相比，对较低智商的感觉是，一个人拥有更宽、更圆的脸、

两眼间距较小、较短的鼻子、倾斜向下的嘴角和圆而肥厚的

下巴。相比之下，不管男性还是女性，我们并未发现形态特

征与通过智商测试得出的真实智力结果之间有关系。”他们

写道，具体说来，“一般智商的两个因素与通过男性面部特

征感觉到的智力高低明显相关，这两个因素是液体智力和

晶体智力。液体智力是不依赖已经获得的知识，通过逻辑

推理解决问题的能力。晶体智力形容的是处理肖像、图案

和形状的能力。”

研究发现可通过面相判断男人智商

近年来国际上象牙交易日趋猖獗，非法偷猎屡禁不止，

导致大量野生大象被非法捕杀。为了保护野生大象，非洲

国家乍得近日借扎库玛国家公园成立 50周年之机，举行专

门的纪念仪式，焚烧查获的非法偷猎所得象牙。此外，乍得

还通过成立反偷猎巡逻队、安装无线电定位项圈等多种手

段和技术来打击偷猎行为，为大象提供有效的保护措施。

无线电定位项圈保护野生大象

哥伦比亚玻利瓦尔大学科学家近日在哥伦比亚南部森

林中研究切叶蚁生活习性时，意外发现了一座极小的火山，

高度不足 3厘米，堪称世界上最小火山。最为奇特的是，该

火山竟然还有自己的羽状喷发物。科学家们被这座迷你火

山惊呆了，并将其命名为拉佩克尼塔火山。火山学家表示，

“最大的问题就是，拉佩克尼塔火山岩浆究竟从何而来？这

座火山很明显位于一段圆木的一侧。因此，我们也许能够

从腐烂的树木上找到火山形成的全新途径。”

世界最小火山的高度不足3厘米

行星冲日，以几乎各行星每年一次的频率发

生着，它并不神秘，更不可能与任何神秘事件的

征兆扯上关系。2012 年 3 月 4 日，在我国古时被

称为“荧惑”的火星率先上演冲日天象，以此拉开

2012 年五大行星冲日的序幕。其后，土星、木星、

天王星、海王星将轮番上演冲日大戏，与地球、太

阳成直线。

有媒体登载，这是“百年一遇”的天象，更有人

将之与所谓玛雅历今年冬至地球、太阳和银河系中

心将成直线放到一起讨论，莫衷一是。为此，记者

走访了中科院上海天文台。上海天文台佘山站站

长、上海市天文学会秘书长、上海天文博物馆馆长

林清博士解释说：“行星冲日是指该行星和太阳正

好分处地球两侧，三者排列成一条直线。此时该行

星与地球距离较近，亮度也比较高，是观测的很好

时机。冲，古文意为‘相对’，也就是从地球看去，太

阳和那颗行星在天空中正好处于相对的位置，太阳

从西边下山时，发生的冲日差不多就正从东方升

起。行星冲日现象，在中国古代文献就有记载，并

不稀奇。”

五星能否冲日，取决于火星

林清博士进一步解释说：“以太阳为中心，只有

比地球距离太阳更远的行星，才有冲日现象。”太阳

系的八大行星中，水星、金星位于地球与太阳之间

的轨道，就不会有冲日现象。当水星或者金星位于

地球与太阳之间成一直线时，这种现象称为“凌

日”，比如今年 6 月 6 日，即将发生金星凌日。从地

球上看上去金星将如一颗小黑痣，从太阳“脸上”慢

慢掠过，耗时约 6 个半小时。根据金星的运转轨

道，可以推算出金星凌日的规律通常是 8 年、121.5

年，8 年、105.5 年，以此循环。所以，下一次金星凌

日要等到 105 年后的 2117 年。而水星凌日相对较

为频繁一些，21世纪从 2006年水星第一次凌日开

始，将有 13次凌日。

而另外五大行星——火星、木星、土星、天王

星、海王星，则有冲日现象。至于曾经是九大行星

之一的冥王星，位于距离太阳更远的太阳系外围柯

伊伯带。

按照林清博士的解读，冥王星也有冲日现象，

只不过距离地球过远，对于普通天文爱好者来说，

观测不易，同样观测不易的还有距离地球较远的海

王星。行星冲日，对于天文爱好者来说，是很好的

观测期，所以是否适合观测，怎样观测，就很重要。

“到了冲日那一天，比如木星冲日，我们在地球上观

测，当太阳下山了，它就升起，并且全夜可见。天气

晴朗的夜里，肉眼就能看见。”木星绕太阳一圈，相

当于地球上 12年，所以每年木星冲日，都会与上一

年相距十二分之一的角度。再看土星绕日一圈约

等于地球上 29 年，天王星绕日一圈约等于地球上

84 年，海王星绕日一圈约等于地球上 165 年；地球

绕太阳旋转，却每年都会分别与他们和太阳三点一

线，它们每年也都会与地球“配合唱一出”冲日

“戏”。反而是距离地球较近的火星有所不同。火

星上一年相当于地球上 26个月即 780天，差不多是

地球上两年多一点。这就造成了火星反而每隔 26

个月才会位于地球较近的位置。“所以说，‘五星冲

日’是否发生，取决于火星。其他行星，则几乎每年

都有冲日现象。”林清博士说。

行星冲日一直是每年天象的重头戏之一，它当

然能为公众带来欣赏该行星的有利时机，然而，对

于天文研究单位，则未必如此看重。林清博士曾向

公众展示哈勃太空望远镜拍摄的星系摄影“作

品”。然而对于行星冲日，他表示，机构不一定选择

在这一时期进行拍摄。因为拍摄太空目标，未必要

在地球上，比如中国发布的嫦娥 2 号 7 米分辨率全

月球影像图，就是使用月球探测器在月球附近拍摄

到的；再比如美国“勇气号”火星探测器从火星表面

传回的火星图片等。

五星冲日，有什么可慌的？

对有人将五星冲日与所谓玛雅历放到一起讨

论，林清博士说：“本身就有人将玛雅历神秘化，

你去问现在墨西哥的玛雅人后代，他们内部对玛

雅历的说法也不尽相同。”对所谓玛雅历 2012 年

冬至这一天，地球、太阳、银河系中心点成一直线

排列的说法，林博士予以了批驳，他说，太阳系距

离银心大约 2.5 万光年，引力影响十分有限，事实

上，地球、太阳和银河系中心每年都有机会形成

一条近似的直线，此时与其他时候并无什么不

同。所谓 2012 年冬至，太阳与地球、银河系中心

点形成一条直线，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由于岁差的作用，从地球上看去，每年同一时刻，

太阳在天空中是缓慢移动的，大约 72 年移动一

度，冬至时三者最接近于一条直线的时间实际上

发生于十几年前，根本就不在 2012 年，只不过玛

雅历法将 2012 年作为本次长历的结束，有人把二

者牵强附会起来。

即使是太阳系内部的五大行星冲日，林清博士

认为，对地球本身也没有影响。但是对于天文爱好

者而言，那倒是一种特别受欢迎的现象，他们可以

利用行星全夜可见的机会进行理想的观测；科研机

构则可以利用火星相对靠近地球的时机，进行航天

器的发射。

五星冲日并不稀奇

温暖的四月已悄然来到我们身边。在四月，

“火星冲日”，“月全食”，“日环食”等天象将齐聚苍

穹，天琴座流星雨和船尾座流星雨也将分别上演。

而这里面，首先登场的就是火星冲日。对热爱观测

星空的天文爱好者而言，冲日现象可谓天空中的常

客。那什么是冲日现象？如何观测？科技日报记

者采访了北京天文馆的相关专家，为您详细解读行

星冲日天象。

行星冲日为哪般？

■新闻缘起

今年，天文爱好者有幸可看到太阳系全部外行星冲日。外行星冲日时间分别是：
1月 6日 5时，木星冲日；4月 9日 5时，火星冲日；5月 11日 2时，土星冲日；8月 29日

23时，海王星冲日；10月 8日 5时，天王星冲日。

冲日，简称冲，是由地球上观察天体与太阳的

位置相差 180 度，即天体与太阳各在地球的两侧

的天文现象。北京天文馆馆长朱进说：“冲日时，

太阳落下西边地平线时，要观察的天体就从东边

升起，直到第二天太阳再次升上地平线。”因而冲

日期间，火星整晚都可以观测到。据朱进介绍，

作为太阳系内距离地球最近的地外行星，火星约

687 个地球日绕太阳一周，地球每隔 2 年 2 个月左

右就会与火星“相会”，今年这个时刻将发生在 4

月 9 号凌晨。“一般来说，冲日时天体距离地球相

对较近，是天文爱好者观测的好时机。”北京天文

馆李昕说。

李昕表示，因为地球与行星的轨道非正圆关

系，如果天体在近日点前后冲日，亮度也会是历

次冲日之中最亮的，这个冲日也被称为大冲，其

他的冲日则称为小冲或直接称冲日。在大冲期

间，火星的表面地形和活动状况甚至能用肉眼

直接可见，有利于天文家观察火星情况。但在

现 在 ，“ 借 助 于 高 精 度 的 观 测 设 备 和 火 星 探 测

器，人类对于火星的了解已经今非昔比。这些

手段已取代冲日观测，成为人类认识火星更好

的方法。”

冲日时，天体离地球较近，是观测的好时机

据李昕介绍，和冲日相对的，是合日现象。在合

日现象发生时，地球，太阳，行星仍然在一条直线上，

只是太阳在中间，行星在太阳的另一侧，此时行星与

太阳同升落。“天文学家将太阳系内的行星分为地内

行星和地外行星，顾名思义，地内行星就是运行轨道

在地球以内的行星，包括水星和金星；地外行星是轨

道在地球以外的行星，包括火星、木星、土星、天王星

和海王星。”李昕说，“那么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地外

行星既可以发生冲日，也可以发生合日现象。而地

内行星则不能冲日，只能发生合日现象。”

地外行星既可发生冲日，也可发生合日现象

“地内行星在一个会合周期内可以出现两次合

日，一次在地球和太阳之间，称为下合；另一次它同

地球分在太阳两侧，称为上合。”李昕告诉记者，“当

地内行星运行到地球和太阳之间，也就是我们说的

下合时，如果刚好行星路过太阳的表面、与地球和太

阳形成一条直线，就形成了凌日现象。不过这是很

少见的情况。”至于凌日现象到底有多少见，李昕以

2012年 6月 6日发生的金星凌日为例，“这是本世纪

发生的第二次金星凌日，却也是本世纪的最后一次，

下一次发生就要等到105年以后了。”

“那么火星形成的天象，实际上就是一个合、一

个冲。当它冲日时，太阳落下它便升起，我们整夜

都可以看到它；合的时候它在太阳的另一侧，所以

观测价值不大。”李昕说。

地内行星在一个会合周期内可出现两次合日

李昕表示，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了解行星的

手段也越来越先进，因而冲日已不再是人们认识行

星的最佳方式，它更多是普通的天文爱好者观测行

星的较佳时期，借助天文望远镜和星图，就可以在

行星冲日时观测到它。“如 2012年，就发生过火星，

土星，木星，天王星和海王星等五大行星在一年内

轮番”冲日“的现象，这就为天文爱好者提供了观测

这些行星的好时机。”李昕说。

据他介绍，行星下合，还是有一定的观测价值

的。还以金星凌日为例。因为光线是直线传播，

由于水星、金星的视圆面远远小于太阳的视圆

面，在凌日发生时，使得它表现为在日面上仅出

现一个缓慢移动的小黑点。据了解，早在公元 17

世纪，著名的英国天文学家哈雷就曾提出，金星

凌日时，在地球上两个不同地点同时测定金星穿

越太阳表面所需的时间，由此算出太阳的视差，

可以得出准确的太阳到地球的距离。虽然哈雷

未能在有生之年遇上“金星凌日”，但在他提出这

一观测方法后出现的四次金星凌日天象中，每一

次科学家都高度重视。比如，1761 年 5 月 26 日金

星凌日，俄罗斯天文学家罗蒙诺索夫，就发现了

金星大气。而后，天文学家又通过金星凌日搜集

到大量数据，成功地测量出太阳到地球的距离为

1.496 亿千米。

“但是在上合天象时，行星在太阳的另一侧，此

时的观测价值就不是很大了。”李昕说。

行星冲日，小天象的大学问

■简讯

科技日报讯 4月 2日是国际儿童图书日。由联合利华

夏士莲品牌携手中国扶贫基金会、静新图书基金发起的“夏

士莲·静新绿书包行动”在北京正式启动。启动仪式上，联

合利华夏士莲品牌捐赠出首笔善款 150 万元，全部用于将

装载书籍的“夏士莲·静新绿书包”发放给最需要的孩子。

“此次“夏士莲·静新绿书包行动”将好书送给最需要的

孩子们，让他们通过读书来丰富内心世界，通过阅读认识世

界，放飞梦想，这对于正处在发育期的孩子们的心灵健康成

长十分重要。”中国扶贫基金会副秘书长陈红涛表示。在

启动仪式上，此次“夏士莲·静新绿书包行动”的发起人之一

伊能静小姐也在现场分享了很多与孩子们接触和交流的点

点滴滴。她表示，“通过读书计划的推广，使我有机会接触

到了更多的孩子，当我为孩子们朗读书籍时，我能够真切地

感受到他们心底的那种收获知识与关爱的喜悦与快乐，这

也更加坚定了我继续推广“夏士莲·静新绿书包行动”的信

心。”联合利华中国区个人护理副总裁马文表示，“孩子是国

家未来发展的希望，作为有社会责任心的企业，联合利华时

刻谨记自己的使命“践行可持续发展理念”，在实现业务增

长的同时，努力提高积极的社会影响，希望在我们此次“夏

士莲·静新绿书包行动”的带领下，有越来越多的人能关注

到孩子心灵的成长，使越来越多的孩子拥有美好的童年。”

据悉，“夏士莲·静新绿书包行动”2014 年会深入到广

东、广西、四川、湖南、江苏、福建 6 省份，共计发放 15000 个

“夏士莲·静新绿书包”，其中所包含的书籍是由包括李开

复、姚明、韩庚等 20位社会名人共同推荐的。 （赵英淑）

阅读开启梦想 传递百万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