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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 梦然丝语

比邻星 b作为“另一个地球”，带给人类移

居他乡的希望。现在，天文学家又找到一个神

奇的系外行星系统，其 7颗行星竟然都跟地球

差不多大小，位于宜居带的竟有6颗之多。

北京时间 23 日凌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

局（NASA）召开新闻发布会，斯皮策（Spitzer）

太空望远镜揭示了第一个围绕超冷矮星运行

的 7颗地球大小行星的系统，创造了太阳系外

单恒星周围拥有宜居区行星数量的新纪录。

所有这 7 颗行星，在合适的大气条件下

都可以拥有生命所需的液态水，其中 3 颗稳

定地位于宜居区域，即恒星周围的区域，拥有

液态水的机会最高。

NASA科学任务局副局长托马斯·楚比兴

说：“该发现可能是寻找宜居环境‘拼图’中重

要的一块儿。我们常问‘人类孤独吗？’这是个

顶级科学问题，第一次发现这么多行星处于宜

居区域，确实是迈向终极目标的重要一步。”

39光年外的星系

位于太阳系外的行星被行星学家称为系

外行星。新发现的行星系统距离地球 39光年

（235万亿英里），被命名为 TRAPPIST-1。

之所以取这个名字，是因为 2016 年 5 月，

研究人员首先用位于智利的“过境行星和行星

小望远镜”发现了其中3颗行星，该望远镜的缩

写即为TRAPPIST。现在，斯皮策太空望远镜

证实并将系统中已知行星数量增加到7个。

利用斯皮策观测到的数据，团队精确测

量了 7颗行星的大小——质量最小的约为 0.4

个地球，最大的约为 1.4 个地球；团队还首次

估计了其中 6 颗的质量，并认为它们都可能

是岩态行星，但最外侧的第 7 颗行星质量还

没估算出来，科学家认为，它可能是个冰冷的

雪球状世界。

“亲密”的七兄弟

论文第一作者、比利时列日大学 TRAP-

PIST 系外行星调查组组长迈尔克·基伦说，

“TRAPPIST-1 行星系统是研究潜在宜居世

界的最好目标”。

与我们的太阳相比，TRAPPIST-1系列行

星围绕的恒星是一种超冷矮星，它如此“冰爽”，

可以让离它很近的行星上也能存在液态水。

所有 7 颗行星的绕行轨道都比太阳与水

星的距离更近，公转周期从 1.5天到十几天不

等。行星之间也非常“亲密”，如果有人能够

站在其中一颗的表面上，或许都能分辨出临

近行星的地质特征和云层，彼此看起来会比

在地球上看天空中的月亮更大些。

此外，这些行星总是同一侧面对恒星，

因此总有一侧永远是白天，而另一侧永远

是黑夜。这可能意味着，它们的天气模式

与地球上的天气模式完全不同。例如，从

白天一侧吹向黑夜一侧的强风，极端的温

度变化等。

立功的“斯皮策”

此次立功的斯皮策太空望远镜是一个红

外望远镜，它绕地球轨道，随地球绕日公转，

非常适合研究 TRAPPIST-1，因为超冷矮星

的波长比眼睛能看到的要长，只有在红外光

下，才能显现真身。2016年秋天，斯皮策连续

观察了 TRAPPIST-1 几乎达到 500 个小时，

因其独一无二的轨道定位，才能观察到复杂

的行星系统架构。

NASA 斯皮策科学中心主管西恩·凯瑞

说：“这是我运营斯皮策 14年中见过的最令人

兴奋的结果。”他介绍，斯皮策将在秋季跟进，

进一步完善对这些行星的理解。

据了解，NASA 喷气推进实验室管理着

科学任务局的斯皮策太空望远镜任务，科学

操作由斯皮策科学中心进行，航天器由洛克

希德·马丁航天系统公司操作，其观测数据存

档在加州理工学院的红外科学档案馆。

其他望远镜齐帮忙

现在，NASA 哈勃太空望远镜已经开始

对其中 4 颗行星进行筛选，旨在观察其周围

是否有氢气气氛的存在，以排除它们是气态

行星的可能。

NASA 开普勒空间望远镜也在研究该系

统，并将于 3 月结束观测，结果将公布在公共

数据档案中。

即将开启的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将

以更高的灵敏度检测这些行星上的水的化学

痕迹，以及大气中甲烷、氧气、臭氧等成分，并

分析行星的表面温度和压力，进而评估其可

居住性的关键因素。

（科技日报北京2月23日电）

宜居“拼图”又多了一块儿：“葫芦娃”星系现身
本报记者 房琳琳

“葫芦娃，葫芦娃，一根藤上七个瓜……”

远在太阳系外的一组 7 颗地球大小行星的新

发现，再次点燃全球公众寻找“另一个家园”

的梦想，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科学传播中

心主任、行星科学专家郑永春研究员将之戏

称为“葫芦娃”行星系统。

寻找系外行星的科学价值何在？人类能

到达以光年计的精彩世界吗？我们应该怎么

看待目前唯一的家园——地球？科技日报记

者就此专访了郑永春。

记者：系外行星远在太阳系外，寻找它们

难在哪儿？

郑永春：由于行星本身不发光，行星表面

反射的光线相对恒星光芒而言极为微弱，常

常被掩盖在母恒星的光辉内。所以，要在地

球上发现数十到数百光年远的恒星周围的行

星是很困难的。并非所有恒星都有行星，因

此，系外行星的发现给了我们很大的惊喜。

记者：从科学价值上讲，探索系外行星具

有哪些重要意义？

郑永春：通过搜寻系外行星，我们可以发

现不同类型的行星，以及处于不同形成阶段

的行星，这对研究行星的形成和演化过程很

有帮助，也有助于了解地球是怎么形成的，以

及预测地球的未来。

记者：位于宜居带的系外行星真的适合

人类生存吗？如果要移民到一个适宜人类长

期居住的天体，需要满足哪些条件？

郑永春：首先，要有大气层的保护。如果

系外行星的大气太稠密或太稀薄，人类的心

肺功能都难以承受。大气成分也很重要。地

球大气的主要成分是氧气和氮气，而且要符

合一定比例。氧气含量过高会发生醉氧，过

低则会缺氧。臭氧层也不可或缺，没有它，人

类患皮肤癌的概率将大大增加。

其次，要有液态水和适宜的温度。水是

生命之源，根据地球的经验，生命的存在离不

开水。但现有手段还无法证实系外行星上是

否有液态水，只能根据系外行星与恒星之间

的距离，来估算行星上的温度，并根据温度范

围推断是否允许液态水的存在。

再次，适宜居住的系外行星必须有一个

岩石质的表面，让人类可以继续生活在陆地

上；这类行星要有一个完美的磁场，屏蔽来自

恒星和恒星际的高能带电粒子；行星必须演

化到中年阶段，内部能量释放比较温和，才不

会有狂暴的地震、海啸和火山爆发。

最后，系外行星所在的行星系统已经演

化到晚期阶段，大量的小天体碎片已经被大

的行星吸积，行星际空间逐渐清朗，从而大大

减少被小天体撞击的几率；恒星的能量释放

比较稳定，否则人类在恒星爆发的超级带电

粒子风暴面前，只能坐以待毙。

总之，系外行星本身不发光，在遥远的、

很亮的恒星附近很难直接观测到。寻找系外

行星，大多通过行星运行时对恒星的扰动来

判断。迄今为止，还没有观测手段可以判断

系外行星是否有岩石质的表面，是否有液态

水，是否有磁场，大气层是否有氧气，更难以

确认系外行星是否真正与地球环境相似。

记者：如果“葫芦娃”行星系统里，真的发

现一颗类似地球的行星，我们是否有能力到

达那里呢？

郑永春：以目前最快的航天器——探测

冥王星的“新视野”号的飞行峰值速度 7 万—

7.5 万千米/小时计算，如果飞到 39 光年外的

“葫芦娃”星系，需要的时间是 57万年。所以，

在星际飞行理论没有突破的情况下，如果不

借助时空穿越，依靠现在的化学燃料火箭，人

类基本上不可能抵达这些系外行星。

记者：既然如此，我们寻找系外行星的终

极意义何在？

郑永春：我们希望登陆火星乃至移民系

外行星，并不是因为那里更加美好，而是为了

寻找人类未来的避难所。地球上的生物常常

需要面对重大的灾难性事件。根据推测，地

球上的生物大灭绝平均 2600 万年发生一次，

就像曾经独霸地球的恐龙被灭绝一样，此类

灾难一旦发生，将导致人类灭绝。寻找移民

星球，是为了人类的火种在宇宙中得以延续，

这就是我们搜寻系外行星和开展深空探测的

终极价值。

记者：那我们应该怎么反观地球？

郑永春：除了地球，我们别无他所。宇

宙中与地球几乎一模一样的星球是不存在

的。虽然，从太阳系外看地球，它只是宇宙

中的一粒尘埃。但恰恰是这粒尘埃，成了

我们唯一可以生存的家园。因此，我们不

能在地球上肆意破坏和污染，把一颗千疮

百孔、伤痕累累的地球交给我们的孩子，这

是每一代人的责任。系外行星的想象虽然

美好，但这美好的“远水”解决不了人类面

临的“近渴”。

（科技日报北京2月23日电）

除 了 地 球 ，我 们 别 无 他 所
——访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行星科学专家郑永春

本报记者 房琳琳

太阳这颗恒星，个头一般，亮度中等，

在千亿同类中其貌不扬，但因为它周围一

颗名为地球的行星孕育出了生命，这些生

命就以太阳系为蓝本，千方百计在宇宙中

搜寻相似模型。

于是，每一个或一批与地球相似的系

外行星出现时，我们都会嚼一遍老话题：人

类在宇宙中是否独一无二？

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我几乎从没

怀疑过这个问题的答案。自乔尔丹诺·布

鲁诺起的无数先驱都在向我们陈述一个事

实：任何把人类放在宇宙上特优地位的思

路都是荒谬的。

那为什么类地行星出了这么多，地外

生命却了无踪影？

这个问题，号称能作出有实质意义回

答的，都是在忽悠。只能说就目前所知，生

命对环境的要求极其苛刻，比起出现一颗

类地行星，生命模式的崭露更是一个充满

偶然和变数的进程。

你们知道地球它有多努力吗？必须

同时满足多少条件才能让生命有栖息的

可能——只要地球和太阳的距离再缩短

5%，所有地球生物会体感过热而死亡；这

段距离如果加长 1%，所有的陆地又会被冰

川覆盖；这其中，还要再掺和进一个简单的

有机化合物向着构成生命基础的复杂分子

演变的漫长奋斗史。

因此，在我们太阳系内虽也有水星、金

星和火星这样的类地行星，但它们的环境

仍与生命存在的要求相差远矣。

再说一个概率问题。德国天文学家基

彭哈恩计算认为，银河系差不多能有 100

万颗可以使生命进化到高阶段的行星，但

架不住繁星的基数实在太大——大约 400

亿颗恒星周围都有行星，这 100 万颗暂且

算均匀分布其中，那我们的搜寻范围如果

不是上千光年，而仅仅是动用望远镜在几

十光年的距离内苦海捞针，就实在不能抱

怨知音难觅。

这些天体中，如果的确有和人类近似

的物种存在，那它们出现的历史可能要早

于我们非常之久，因为其生活的星球很可

能会在地球形成的数十亿年之前就诞生出

来。甚至还会有一些，早在创世纪的余晖

还未消散时就已成为宇宙主人的文明，用

一双双淡漠的眼，看尽一段段的兴衰覆灭。

而我们呢？审慎的分析，放飞的揣测，

不过都是用自己这一支文明的经验来作依

据，然后眼巴巴地指望着，有生之年飞船技

术突飞猛进，至少能先把我们载到 4 光年

外的比邻星 b去一看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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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 2月 23日电 （记者刘
霞）据英国《独立报》22 日报道，哈佛大学

物理学家 1 月曾宣布，制造出了地球上首

块金属氢，这项研究引发了广泛关注，同时

也引起了一些争议。但现在，由于操作失

误，这块金属氢样本消失了。

自理论物理学家于 1935 年首次预测

金属氢的存在以来，在实验室制备出金属

氢成为很多研究者的梦想。根据理论预

测，用足够的压力挤压，氢就能获得导电

性——金属态的标志。科学家们认为，金

属氢可能是超导体，能显著提升电学设备

的性能，有助于制造出运行速度更快的计

算机、新一代电动汽车以及性能更好的火

箭燃料。

今年 1月 26日，艾萨克·席维拉团队在

《科学》杂志上撰文称，他们将氢气样本冷却

到了略高于绝对零度的温度，在比地球中心

还高的极高压下，用金刚石对氢气进行压

缩，成功获得了一小块金属氢，这块金属氢

样本被保存在两块微小的金刚石之间。

艾萨克在哈佛大学发布的新闻公告中

说：“制备金属氢是高压物理学的圣杯，这

是地球上首个金属氢样本。”

但现在，当他们尝试用低功率激光器

测量压力时，听到了微弱的“咔嗒声”，表明

其中一块金刚石已碎成微尘。艾萨克说，

“我的心沉到谷底”，这一灾难性的失败使

样本消失了。他们认为，金属氢可能消失

在位于两个金刚石之间、被用来装金属氢

的金属“衬垫”内；也可能因为不稳定，在常

温常压下变成了气体。但也有科学家称，

金属氢可能根本就没有研制出来。

艾萨克表示，通过显微镜观察，氢样本

闪闪发亮，且会以金属氢应有的方式反射

光线，这意味着他们制备出了金属氢。但

有科学家认为，他们观察到的闪亮金属到

底是不是氢还远不清楚；另有人指出，这种

闪亮的金属可能是氧化铝，因为金刚石上

镀了一层氧化铝，氧化铝在高压下也可能

出现不同的表现。为了让众人信服，艾萨

克必须使用同样的方法重复实验。

世界上唯一一块金属氢消失了

目前巴西正值夏季，利于蚊媒孳生，黄

热病感染病例持续上升，有全国蔓延的趋

势。现已有包括圣保罗市在内的 60 多座

城市出现疑似黄热病患者，圣埃斯皮里图

州和圣保罗州也已分别确诊 3人因黄热病

死亡。截至记者发稿时止，巴西卫生部已

确认全国共发现黄热病疑似病例 1006 例，

其中确诊 180 例，死亡 68 例，为 2008 年以

来该国暴发的最严重黄热病疫情。

巴西东南部的米纳斯吉拉斯州是黄热

病疫情重灾区，自 2016 年 12 月暴发以来，

该州已发现疑似黄热病 804 例，死亡 53

人。巴西卫生部宣布，由于出现多起黄热

病确诊和死亡病例，米纳斯吉拉斯州已进

入黄热病疫情戒备状态。2月 3日，世卫组

织在日内瓦发出警告说，巴西暴发的黄热

病有通过动物传播到邻国的风险，建议阿

根廷、巴拉圭、委内瑞拉、秘鲁和哥伦比亚

等国采取防范措施。

由于巴西持续炎热，雨水较多，局部地

区蚊虫密度偏高，疫情形势较为严峻。卫

生部长里卡多表示，目前当务之急是阻止

黄热病在城市里出现大规模传播。疫情发

生后，巴西卫生部除拨出专款外，还向疫区

紧急调运 820 万剂黄热病疫苗供民众注

射。米纳斯吉拉斯州注射黄热病疫苗覆盖

率已达 90%，其他州的疫苗接种覆盖率也

在增加。疫病发生地区的州、市两级卫生

部门也加强对疫情的监控预防工作，对疑

似患者做到早诊断、早报告、早治疗，从根

源上切断传染源。城市环保部门全力组织

开展好灭蚊工作，组织专门队伍加强卫生

保洁，清理卫生死角和杂物，加强药物消

杀，把蚊虫密度降低到可控范围。

圣保罗市政府广泛开展灭蚊宣传，号

召民众积极参与灭蚊清洁行动，主动清理

房前屋后杂物和积水，彻底清除蚊虫孳生

地。

21 日，科技日报记者来到城南一个居

民小区采访，看见戴着口罩，身着黄色防护

服的工作人员正拎着一管大烟炮，往路边

的树木花丛中灌入灭蚊浓烟。一时间，烟

雾缭绕，“突突……”的机器声不绝于耳。

在他身后，另外几名工作人员推着喷洒车，

向道路一侧的下水井口喷洒灭蚊药水。

工作人员卡洛斯告诉记者：“我们是区

卫生防疫站的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灭蚊作

业。今天我们共出来的 5 个小组，其他人

正在临近的街区工作着。”

记者按照卡洛斯的指点，转过街角，来到

另一处灭蚊现场：随着机器的轰鸣声，灭蚊烟

雾钻到草丛的各个角落，不少蚊虫从草丛里

飞出来，但没飞几下就掉下去了。工作人员

说，烟雾剂对藏于树丛草地的蚊虫最有效。

防疫站主任佩德罗告诉记者，整个辖

区的灭蚊药物喷洒从此前的每周一次，调

整为两天喷一次。对出现新发病例的疫

点，会以患者住所为中心，在周边 100米范

围内加大药物喷杀力度。

黄热病是一种由黄热病病毒引起的急

性传染病，由蚊子叮咬传播，主要在非洲和

拉丁美洲热带地区流行。由于黄热病的死

亡率高，传染性强，已纳入世界卫生组织规

定的检疫传染病之一。目前医学界对黄热

病暂无特效疗法，接种疫苗可有效预防感

染。 （科技日报圣保罗2月22日电）

巴 西 全 力 应 对 黄 热 病 疫 情

为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中
国驻日大使馆和日中友好协会等7团体
于2月22日在东京举办日中友好团体新
年会。中国驻日本大使程永华在致辞中
指出，尽管45年来中日关系取得长足发
展，但这一过程波澜起伏。他认为，中日
友好的根基在民间，无论中日关系处于
什么发展阶段，两国民间友好的重要性
都没有丝毫减少，广大日中友好团体的
工作尤为可贵。图为新年会开始前演奏
中国传统音乐。

本报驻日本记者 陈超摄

东京举行
日中友好团体新年会

这张NASA发布的概念图显示的是单一恒星TRAPPIST-1及围绕其运行的7颗系外行星。天
文学家认为，这一酷似太阳系的行星系，堪称迄今寻找外星生命的最佳地点。

图片来源：NASA官网

本报驻巴西记者 邓国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