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星人，你在哪里？”地球人频
频 喊 话 —— 连 日 来 ，发 现 开 普
勒-452b，霍金联手俄罗斯亿万富翁启
动探寻地外智慧生命项目，再一次引起
了人们对寻找外星人的新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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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 7 月 24 日凌晨，美国国家宇航局

（NASA）发布“重大新闻”：发现了迄今为止与地

球最相似的太阳系外行星——“开普勒-452b”，

并将该发现称作寻找“另一个地球”旅途上的“里

程碑”。

据此 4日之前，主张“不要和外星人说话”的

英国科学家斯蒂芬·霍金也“自食其言”，将与俄罗

斯亿万富翁尤里·米尔纳联手探寻地外智慧生命。

太空重大发现与科学“大咖”释放的信号让

生活在“地球村”的村民们好奇心爆棚。是否真

有地外智慧生命的存在成为人类探索太空的一

大动力。从飞越冥王星到搜寻类地行星，人类对

于宇宙的探索从未止步，就像在黑漆漆的夜空中

找寻自己的影子——寻找，来自星星的你。

宇宙大搜索宇宙大搜索
寻找来自星星的你寻找来自星星的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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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科学家对“另一个地球”的发现有了眉目，

但开普勒-452b距离地球大约1400光年。如果按

照新视野号探测器飞掠冥王星的速度，也就是14千

米/秒的速度飞向这颗行星，大约需要3000万年才

能抵达；即使以光速飞驰，也需要1400年。既然我

们有生之年都无法去到那里，这项研究有何意义呢？

“首先要解决‘有没有’的问题，下一步才是

‘能不能’的问题。”紫金山天文台研究院季江徽

曾介绍，在 1930年刚刚发现冥王星时，人们完全

不敢想象有一天可以通过飞行器造访它，结果不

到 100年就实现了。在未来的几百、几千甚至几

十亿年中，人类的科学技术一定会有重大突破，

届时“星空航行”也许是今天的我们无法想象的。

“从德雷克公式提出开始，在银河系中能够

跟我们一样、通过无线电联络的文明大概能有多

少的问题一直萦绕在天文学家身边。”虞骏认为，

到目前，银河系中恒星、行星的天体数量等概率

问题逐步被揭晓，随后的类地行星、诞生生命、演

化智慧进而出现文明的概率也将被逐渐探索。

另一个角度，以现在的计算机能力和射电望远镜

装备，只要有足够长时间和充足的经费支持，就

有能力系统性的在银河系中扫描很大一部分。

虞骏表示，假设银河系中真的有地外智慧生

物，我们在未来 10年至 20年内，有可能遇到这样

一颗星球，听到来自那个文明发出的无线电信

号，至少可以知道，人类是不是孤单。

如果在今后的多年扫描了 10 到 20 亿颗恒

星，没有得出信号，也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像

人类这样的文明在银河系中十分罕见。

因此，不管找到或是找不到，这样的探索都

可以给“银河系中是否有其他智慧生命的存在”

一个科学的结论。

为何苦苦追寻“你”

数千年来，人们一直想知道一个问题的答

案：在宇宙中，我们是否孤独呢？

开普勒-452b 的发现着实让人类欢呼雀跃

了一把。美国宇航局宣布，通过开普勒空间望远

镜的观测和资料分析，开普勒-452b是目前在类

似太阳的恒星周边的“宜居带”上体积最接近地

球大小的行星。各路网友脑洞大开，有人调侃，

“应该为地球多寻找些这样的表哥”。

NASA 发射开普勒空间望远镜不是在探索

智慧生命，而是在探索银河系中的类地行星。“本

质上它是一颗围绕类似太阳的恒星做旋转运动

的行星。除了确切知道直径和轨道周期与地球

相似，位于母恒星的宜居地带，但到底有无生命、

大气、海洋、陆地等其他的信息一概不知。”果壳

网“科学人”主笔、天文科普作家虞骏告诉科技日

报记者，“第二个地球”不是地球，只是它与母恒

星的位置与地球和太阳的位置相近而已。

他说，寻找太阳系行星与探寻智慧生命也是

两码事。前者是找到一颗地表、温度、大气等因

素与地球相近的行星，而后者往往复杂的多。一

种方法是通过望远镜观测那颗行星上的大气成

分，“如果大气成分中有大量的氧气，可以确定该

星球上会有生命。”虞骏推测，鉴于氧气成分在自

然界中很难大量单独存在，作为一种活跃的元

素，氧会与各种物质发生化学反应，变为固态留

存在地表。就像地球依靠生物的光合作用提供

氧气，基本可以认定，氧气可以视为是存在生命

的迹象。“在遥远的星球上，我们用望远镜去看行

星上大气的成分，特别是有氧气、甲烷等一些气

体，都可以成为外星生命存在的信号。”虞骏说。

英国科学家斯蒂芬·霍金曾经在电视节目

中发生警告“不要和外星人说话”，这一次霍金

与俄罗斯富商联手搜索外星智慧生命不是自食

其言吗？虞骏认为，霍金的项目并非“自食其

言”。“如果主动骚扰外星人，那我们可能会遭

遇灾难的。”他说，“霍金要表达的意思并不是

要主动招惹，而是去主动发现他们，静观地外

智慧生命的信息。”

“你”生活在哪里？

其实，寻找地外智能生命在上世纪 60 年代

就开始了。美国天文学家弗兰克·德雷克执行了

第一个现代 SETI（搜寻地外文明）实验——使用

位于西弗古尼亚绿岸一个直径 26米的射电望远

镜通过无线电探测星际，并提出了探寻地外智慧

生命概率的“德雷克公式”。1977 年，巨耳无线

电望远镜从人马座方向采集到 72 秒无线电信

号，数据分析员埃赫曼在打印出来的信息边写上

Wow！这是人类唯一一次接收到来自外太空的

疑似非自然信号。

从技术角度来说，现在进行地外智慧生命的

搜寻要成熟很多。“当年德雷克只是收听了两个恒

星的无线电信号就花费了好几个月的时间。现在

可以实现同时监听许多颗恒星不同频段的信号。”

说起探寻技术的发展，虞骏感叹监听效率大大提

高。除此之外，计算机技术快速发展，使算法得到

优化，接受信号的后期分析更有高效、迅捷的保证。

粗算说来，在银河系中寻找地外文明是小概

如何才能找到“你”？

宇宙中拥有千亿数量级的星系，每个星系如

银河系这样大小，每个星系中又有千亿级别的恒

星系统。如果有外星生命，他们会长成什么样

呢？

科学家对于外星生命的形态构想，提出了多

种类型。

类地行星生物

在科学家眼中的外星生命有别于地球生物，

可根据外星球的环境进行适当变化。有的可生

存类地行星上，也就是岩质的地表，通过吸食岩

石缝中的微生物生存。

有的是岩质行星上的海洋生物，人类已经发

现木卫二上有海洋，而且是冰下海洋，其中有可

能存在生命，因此科学家构想了木卫二上的海洋

生物可能有极快的游行速度。

气态行星上的生物

由于气态行星的数量在银河系中非常之多，

目前发现了几千颗中大多数是气态行星，那么气

态行星上的生命是什么样的？科学家认为，气态

行星上的生命可能是水母状的生物，可在充满氢

气的大气中生存，可利用云层中的闪电为能量。

智慧物种

这里说的智慧物种有维度上的考量，对于高

纬度的生命，科学家无法想象，毕竟人类也是三维

物种，想象更高维的生命存在物种上的想象困难。

剑桥大学的古生物学家西蒙·康威教授在近日的论

文中提出，人形生物是银河系内的普遍形态。他在

对寒武纪生物大爆发之后对物种进化进行了研究，

发现趋同进化对地球生命的影响非常大。

———— 相关链接 ————

外星生命长相大猜想

这个夏天，一本被宣传为“减压神器”，

名为《秘密花园》的涂色书火了。全书共有

96 张图，264 字。作者乔汉娜·贝斯福德是

一 位 苏 格 兰 插 画 家 。 它 在 美 国 亚 马 逊

top100 的榜单上待了 192 天，在国内京东的

平台上，一天就能卖出 2.5万册。

究竟一本普通的填色书为什么会有如

此大的魔力吸引了众多消费者争相购买

呢？这个填色图册真的可以解压吗？

一路畅销，但减压效
果因人而异
“我买这本画册大概在一个月之前，有个

同学推荐说很好玩，然后我看京东上的销售

量都是好几万，挺多人买，我就买了，价格也就

30来块钱。”23岁的钱天云女士接受记者采访

时说道。提及对填色本减压的感觉，她认为，

“涂色倒是挺有意思的，但感觉减压并不明显，

可能自己就没什么压力。”

18 岁的霍思然是一位大二在读的女大

学生，当记者问到为什么买这本填色书的原

因时，她表示，“我个人喜欢美术，价格感觉

也不贵。买的人挺多的，很多人都在玩，涂

色很棒。”

同时，她告诉记者自己没觉得减压多

少，涂多了反而是增加负担。“因为要来回换

色，要考虑怎么搭配。”

记者走访北京东城区新华书店时遇到

了正在排队购买《秘密花园》的刘先生。从

交谈中得知刘先生在北京某私营企业从事

IT 工作，平时工作压力很大。谈到购买动

机时，他坦言“本来觉得是儿童的读物，不是

很感兴趣。后来看全办公室都人手一本，朋

友圈被刷屏，我就借了同事的书涂了几张，

发现还挺棒的。”

“虽然填色比较耗时间，但是一旦开始

了就停不下来，而且填色的过程中注意力非

常集中，可以暂时忘掉困扰烦心事。填色简

单又不费脑子，得到的效果却可以有很大的

成就感，比上网之类的更能带来实际的满足

感。”他接着说。

“曼陀罗”涂色减压
法具有改善情绪的功能
《秘密花园》的图册里有许多羽毛，城

堡，花草，枝叶和虫鸟。有一种花涂起来尤

其让人平静温和。它叫做曼陀罗，像一朵普

通盛开的莲花，却有着不平凡的潜在力量。

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院心理系陈灿锐博

士认为，人们在曼陀罗绘画后的积极情绪显

著优于绘画前的情绪，标准化的曼陀罗显著

优于非标准曼陀罗。经回归分析发现，整合

功能是曼陀罗绘画起作用的基础。

曼陀罗绘画是目前国外绘画心理治疗

的主要形式之一，原是佛教修行密法、观想

的地域，被视为是佛陀觉悟境地，宇宙万物

居住世界的缩图。最早由心理学家荣格发

明。荣格认为，曼陀罗绘画具有整合心理分

裂，增强心理和谐与人格完整的功能。我们

每一个人的原型都是分裂的，以至于我们需

要“曼陀罗”让它整合起来。而曼陀罗透过

精密的图腾、坛场能量、几何中的体结构奥

秘，以及色彩的力量，可以连结我们内在的

圆满力，创造强有力的能量圈。

他发现，个体绘画曼陀罗，具有暗示其

潜能和独特性的力量。经由荣格提倡，曼陀

罗绘画成为艺术表达治疗的重要形式之一。

“根据物理学上热胀冷缩的原理，由曼

陀罗中间的暖色调向外辐射，外周的冷色调

向内收缩。曼陀罗内暖外冷的结构，使得曼

陀罗内外的能量得到沟通，同时中心处于核

心地位。该结构能够体现曼陀罗绘画的保

护功能、凝聚功能及整合功能。在曼陀罗具

有保护性的基础上，绘画者可以通过象征的

方式去处理和整合内心的对立与冲突，从而

使得心情稳定与和谐。”陈灿锐解释道。

适度填色，专家建议
一次不要超过40分钟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心印麦田工作室

主任咨询师麦田认为，《秘密花园》的减压作用

主要来自三个方面：第一，欣赏自己所创造的

美的作品，是十分赏心悦目的事情，这种美好

的心情可以起减压作用；第二，涂色本身是一

个需要静心和培养专注的过程，而静心和专

注是可以减压的；第三，色彩可以疗愈人的内

心，不同的颜色会让人产生不一样的情绪感

受，如粉红色具有安抚情绪的效果、绿色能消

除疲劳、橙色能减轻苦闷情绪等。

“满足对美的创作需求、色彩心理的疗

愈以及本身专注静心的过程，是可以带来减

压效果的；感觉反而压力更大的朋友，可能

太过于急切追求作品的成功，而太过繁重的

涂色工程，容易产生视觉疲劳，让人觉得很

难受。”麦田建议道，“不要有太强的目的性，

自然而然地享受这个过程就好。涂色书的

确有放松减压的作用，但是由于性格不同，

效果实际上因人而异，不可能适合每个人，

何况生活中真的遇到问题，还是需要直接面

对，而不是通过涂画来逃避现实。”

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副主任王东旭

提醒说：“《秘密花园》中的图案都非常精

致，如果不想把颜色涂到线条外面去，需要

注意力高度集中，对眼睛是一个不小的考

验。涂久了会促使干眼的发生，而且因为

这种游戏画面密度高，尤其不适合少年儿

童，可能会导致近视，一次涂色最好不要超

过 40分钟。” （实习生 潘婷）

揭 开《秘 密 花 园》解 压 之 谜

①①生活在岩质地表
的类地行星

②②岩质行星上的海
洋生物

③③水母状的气态行
星上的生命

④④影片《普罗米修
斯》中的外星智慧生物

①① ②②

③③ ④④

炎炎夏日，许多五彩斑斓的小昆虫伴随着灿烂的阳光一起进入

了我们的生活。近日，许多市民在自家的洗手间或是马路边的植物

上，发现了一种长相奇特，似蝇似蜢的昆虫，引起广泛关注。这种昆

虫的学名是什么呢？它有着怎样特殊的习性呢？

霸道的空中掠食者

这种昆虫学名叫中华单羽食虫虻，又称中华盗虻，是我国最常见

的食虫虻之一，分布广泛，喜温热潮湿地区。日本、朝鲜等国也有分

布。在昆虫分类学上，食虫虻属于双翅目食虫虻科，和我们熟知的蚊

子苍蝇是同一家族的，分布于世界各地，目前已知的种类约有 7100

多种，我国有 250多种。食虫虻的幼虫通常取食植物。成虫捕食性，

许多昆虫都是它的食物，甚至在空中捕食大型的蜻蜓、甲虫、蝴蝶和

凶猛的胡蜂大快朵颐。

色彩艳丽的“大个子”

食虫虻算是双翅目中的

大个子，体长一般在 20－28

毫米之间。食虫虻的头部有

一对巨大的复眼，几乎占了

头部的大半面积。很多种类

的复眼看起来都富有金属质

感。为了防止猎物挣扎而损

伤眼睛，复眼周围密布刚毛，

有的短粗，有的细长。这些

浓密的刚毛对食虫虻的头部

也能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

大而亮的复眼中间长有三只

单眼。从头部看，食虫虻像

长着“络腮胡”，看起来有几

分狰狞。

捕食猎物“讨好”异性

食 虫 虻 的 英 文 名 是

robber fly，意为盗虻，还有

一个名称是 assassin fly，即刺

客虻。这两个英文名透露了

它凶猛的捕食习性。食虫虻

身体强壮、飞行快速，常常停

息在草茎上，看到飞行的猎

物时飞冲过去，用灵活、强大

有力而多小剌的足夹住猎

物，使其无法逃脱。捕捉到

猎物后，它们用消化液注入

到猎物中，把猎物消化成液

体后再吸入。图中所示的是

一只雄性中华单羽食虫虻捕

食斑须蝽。有些雄性食虫虻

甚至会把猎物作为“彩礼”送给雌性，期望得到雌性的青睐。

食虫虻的这些特性，使它们成为昆虫世界中的魔鬼。人们在一

些恐怖片、电子游戏中也常用它作为模型来塑造角色。

生物防治的“帮手”

北京市园林科学研究院园林植保研究所王建红接受本报记者采

访时说道：“生物防治分多种，有寄主性以虫治虫，有利用捕食性天敌

昆虫治虫，还有利用微生物治虫。中华单羽食虫虻属于捕食性天敌

昆虫，可以利用在农业生产上进行生物防治，如增加食虫虻的活动场

所，保护食虫虻的捕食活动，充分发挥自身天敌的作用，从而降低农

作物生产成本，促进农业增收,保护生态环境。”

昆虫世界的“魔鬼”
中华单羽食虫虻

文·实习生 潘 婷

率事件。虞骏为科技日报记者打了个比方：假设

银河系中存在像我们一样的智慧文明 1000 个，

整个银河系中恒星的数目有 2000 多亿颗，平均

的概率要探寻 2 亿颗恒星才会有一定的机会找

到智慧文明。

“工作量的巨大程度，在上世纪 60 年代、哪

怕是 90年代都是不可想象的。现在我们拥有监

听与计算技术和资金投入的保证，是一个很好的

时候来寻找他们。”虞骏说。

现在，天文学家的主流方法就是用射电望远

镜去探索智慧生命发出的无线电信号。到目前

为止，还没有找到一颗能够验证、确切是由智慧

生命调制的无线电信号的行星。

不过，虞骏认为外星生命与智慧、文明另有

区别。天文学家所指的外星生命也指那种简单

的、微观的生命体等。而像人类这样高等的、能

发出无线电信号的文明生物与微生物差别是巨

大的。所以，如果只是从寻找外星生物的角度来

说，仅仅依靠望远镜来发现行星，观测它的大气

层还远远不够。

有科学家提出“戴森球”概念。一种观点认

为，当地外智慧生命生活在行星上，将会最大效

率地利用太阳能。虞骏解释道，“它们可能在整

个星球布满‘太阳能板’。这还不够，如果它们的

技术能力达到的话，会将整个的太阳用‘太阳能

板’包起来，利用整个太阳发出的辐射获取能

源。这时，恒星的可见光将被遮挡，而星光则变

化成红外线（热量）散发出来。”因此，天文学家也

在太空的某些范围内探测正常情况下的红外线

和异常情况下的红外线的不同，以探索外星智慧

生命的存在，但是目前同样没有结果。

还有一种探测地外智慧生命的方法被人们

所熟知，即人类数次借助航天器，将地球信息送往

深空。航天专家、《国际太空》杂志执行主编庞之

浩介绍，不久前飞掠冥王星的“新视野”号，就携带

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照片、声音、文字甚至电脑程

序，未来他抵达柯伊伯带之后，会主动将这些信息

通过无线电波发送出去。在这之前，人类还有 4

颗航天器担负过类似使命。如1972年、1973年发

射的“先驱者”10号和11号，分别带有表明地球方

位和大致特征的“名片”，上面画着地球人的形象、

太阳系相对于 14 颗脉冲星的位置、地球的方位

等。科学家认为，他们经过800万年的飞行后，可

能与存在生命的恒星或行星系相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