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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往往习惯了很多熟悉事物的存在，比如

月球，鲜有人会想起有一天它会远离地球。然

而，也有一些人会“先知先觉”。2 月 28 日，一篇

题为“月球正缓慢远离地球，地球终将面临一场

浩劫”的文章引起了网友的广泛关注。月球真的

会离我们远去吗？月球离去会对地球造成哪些

可怕的影响呢？

月球确实在远离地球

“月球远离地球，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儿。”

中国科学院天文台科技传播中心主任、行星科学

家郑永春研究员说，目前的主流观点认为，月球

大约形成于 45亿年前，在那之后它便一直在逐渐

远离地球。早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科学家就

测算出月球正以大约每年 3.8厘米的速度远离地

球。他们从地球上发射一束激光，使其从当年美

国阿波罗计划期间在月面上安置的反射镜上反

射回来，并测量激光从月球来回的间隔时间，由

于光速在真空中是一定的，于是在扣除一些干扰

项并做出一定误差校准之后，就可以推算出非常

精确的地月距离值了。

至于月球远离地球的原因，郑永春解释称，

这种远离主要是地球潮汐力作用的结果。在地

球引力作用下月球围绕地球公转，但与此同时，

月球也会对地球施加引力影响，从而造成地球上

出现海洋潮汐和板块固体潮。由于地球自转速

度比月球围绕地球的公转速度更快，因此地球上

的潮汐隆起块总会比月球前进的更快一些，这就

像是地球在“拖着”月球向前转。于是，地球的一

部分能量会被转移给月球，从而导致月球获得额

外能量，越来越远离地球。

月球远离会造成哪些后果

在引发网友关注的那篇文章中，科学家通过

计算，模拟了月球终将有一天远离地球的可怕景

象。在这些可怕景象中，相比晚上看不到月亮这

种“感官”上的损失，更可怕的还在后头。首先，

地球上会立刻出现一个巨大的海啸。当月球消

失时，地球和月球之间的引力将消失，地球上海

洋中的水将迅速发生横向偏移，引发大海啸。其

次，没有了月球，太阳和系内其他行星将使地球

发生偏转和摆动。地球上的磁场也会产生变化，

地球将面临一次生物大灭绝。再次，没有月球这

个盾牌，太空中的一些陨石也会“噼里啪啦”撞向

地球……

看到这里，相信很多惜命的朋友会被吓得毛

骨悚然。对此，郑永春给了大家一粒宽心丸，他

指出，完全没有必要杞人忧天。“目前地月平均距

离为 38万公里，最近时约 35万公里，最远 40万公

里，所以才会出现‘超级月亮’的说法，试想一下，

每年 3.8厘米的变化是什么概念？完全可以忽略

不计。”他告诉记者，就像每天整个地球岩石圈都

会有 60厘米的起伏，这是月球对地球的引力导致

的，但具体到局部区域，起伏就非常微小，人们并

没有感觉到。“即便日积月累，在人们的有生之年

也不会有什么影响。人类历史很短暂，到时候在

不在还不一定。”郑永春说，目前，地球面临的最

大挑战是全球环境变化和小行星撞击，这才是人

们应该关注的焦点。

月球会不会反而撞向地球

不过，也有科学家预测：因为地月系统的

潮汐相互作用，其演化的最终状态必然是月球

逐渐螺旋式落向地球并最终导致两颗星球的

碰撞。

据报道，作出这一预测的是美国爱达荷大学

的行星科学家杰森·巴内斯博士。他指出，地球

在不断损失能量，月球则不断获得能量。这样的

结果是月球逐渐远离地球，而地球的自转速度逐

渐放慢。这样的过程将一直进行，直到有朝一日

地球的自转周期（一天）和月球的自转周期（一个

月）一样长为止。从那一天开始，月球远离地球

的过程将会停止。

与此同时，在大约不到 60 亿年的时间里，太

阳将逐渐耗尽其核心氢燃料并变成一颗红巨

星。此时的太阳将变得极其巨大，其外侧大气将

吞食水星和金星，并逐渐逼近地球轨道，地球轨

道附近空间中的气体物质增加，阻力增加。到这

时候，地球—月球系统在轨道上继续围绕太阳公

转时将耗费更多的能量。而这将最终导致月球

逐渐落向地球。

对此，郑永春认为，现在关于月球成因一个

很著名的假说就是“大碰撞学说”，该理论认为，

地球形成早期，与一个火星大小的天体相撞，环

绕地球的撞击碎片逐渐凝聚，最终形成了月球。

所以月球原本就是地球的一部分。如果将来有

一天，月球与地球重新碰撞，最终融为一体，倒是

一件很浪漫的事情。

每年3.8厘米，月球远离没你想得那么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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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观

菲律宾南部近日发生里氏 6.5 级地震，造成多人死亡。据英国

《每日邮报》报道，地震发生后，多种不常见的海洋生物被冲上菲律

宾海滩，引发热议。其中包括 1 条通常生活在 3000 英尺（约 914 米）

深海中的巨型皇带鱼，以及一白色的巨大长毛海洋生物。

皇带鱼首次被发现于 1772 年，是世界上最长的骨鱼，它们深红

色的背鳍类似于鬃毛，身体本身是蓝色、紫色和红色，但死亡后，颜

色就会迅速消失。有科学家称，皇带鱼身上颜色的改变的确与地震

有关。因为发生地震时，岩石中会积累压力，可能产生静电荷，导

致带电荷的离子释放到水中。还有另一种解释称，地震前释放的大

量一氧化碳气体也可能影响这些深海生物。但具体原因还有待进

一步研究。

而这个被网友纷纷猜测其身份的巨大白色长毛海洋生物，科学

家则认为它其实只是一条身长 20 英尺（约 6.1 米），重约 2 吨的鲸鱼

的尸体，现在正处于被微生物分解的后期阶段，呈现白色。

菲律宾震后海滩惊现奇异生物

近日，在日本埼玉县东松山市一家动物园内，诞下了一只体型娇

小、原产于南美的雄性小鹿。

据报道，此次诞下的这种鹿在当今世界上的同类物种中体型最

小。据园方介绍，这只小鹿体重达 1 千克，体长 20 厘米，目前身体状况

良好。这种鹿主要栖息在智利南部及阿根廷等地，成年时体长可达 80

厘米，体重可达 9至 10千克。

世界最小品种的鹿在日本诞生本报记者 姜 靖

据英国《每日邮报》近日报道，名不见经传的 Furstenfeld 修道院

坐 落 于 德 国 巴 伐 利 亚 州 慕 尼 黑 市 附 近 ，至 今 已 有 700 年 的 历 史 。

近日，一组图片曝光了该修道院内保存的两具堪称“史上最奢华”

的骷髅。这两具骷髅据传是圣徒海叶森思和圣徒克莱门斯的遗

体，它们由装饰精美的玻璃箱子罩着，已经保存了数百年。

圣 徒 海 叶 森 思 遗 体 的 头 上 戴 着 镶 钻 皇 冠 ，下 巴 上 也 镶 满 了

钻 石 ，他 死 于 公 元 108 年 ，年 仅 12 岁 。 据 传 ，他 因 信 奉 基 督 教 而

被捕入狱，又因在狱中宁死也不吃猪肉而被活活饿死（早期基督

教 禁 食 猪 肉）。 而 圣 徒 克 莱 门 斯 则 于 公 元 95 年 因 信 奉 基 督 教 而

被斩首。

德国修道院现“最奢华骷髅”

相关链接

虽 然 月 球 不 是 行 星 ，也 从 未 被 定 义 为

行星，但是我们发现，长期以来，行星科学

研 究 中 经 常 把 月 球 当 成“ 类 地 行 星 ”的 样

本 来 研 究 。 类 地 行 星 ，顾 名 思 义 ，就 是 跟

地 球 类 似 的 行 星 ，那 还 是 说 明 月 球 是“ 行

星”啊？

对此，郑永春说，水星、金星和火星一直

被当成类地行星，虽然有来自火星的陨石，

但到目前为止，人们并没有掌握这 3 颗行星

的样本。月球是岩石星体，具有月壳、月核

和月幔等分层结构，与类地行星有很多相似

的表面特征和地形地貌，而且是距离地球最

近的天体。目前人们已有 6 次载人登月，带

回 381.7 公斤的月球样品。因此行星科学研

究中，会把月球当成研究类地行星的样本，

从而推测水星、金星和火星的情况。“但这只

是研究需要。”郑永春强调说。

“天文学界与行星科学界对于月球的定

义一直有分歧。”郑永春说，行星科学界基于

上述跟类地行星相似的一些属性，一直想把

月球定义为行星。但是行星的定义权归国

际天文学联合会，天文学家坚持行星定义的

3 个要求，为此不可能支持行星科学界把月

球定义为行星的做法。

月球身份之争由来已久

近日，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一些专家指出，
月球和木星、土星的卫星一样，拥有行星的特征，为此，他
们呼吁学界检讨行星的定义，将月球重新定义为行星。

月球是地球的卫星，从小就被深深植根于我们的
脑海里，让它“升级”变成和地球平起平坐的行星，吃瓜
群众表示脑袋还真有点转不过弯来。难道我们一直错
估了月球的地位？它到底应该是卫星还是行星？

那么，到底什么样的天体才能被定义为

行星呢？

郑永春说，从古典时代的神圣游星演化

到科学时代的实在天体，人们对行星的认识

是随着历史不停地进化的。行星的概念已经

不仅延伸到太阳系，而且还到达了太阳系外

的天体系统。

关于“把月球定义为行星”的提法很早之

前就有人提出，但是负责天体分类和命名的

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对行星有着严格的定义，

月球并不符合。目前，国际上对行星的定义

沿用了 2006 年 8 月 24 日国际天文学联合会

大会通过的结果。该定义包括 3 点：一是必

须是围绕恒星运转的天体；二是质量必须足

够大,其自身的吸引力必须和自转速度平衡

使其呈圆球状；三是不受到轨道周围其他物

体的影响，能够清除其轨道附近的其他物体。

“月球和土卫二、木卫六，虽然个头比较

大，但是它们都围绕行星运转，不符合‘围绕

恒星运转’这一定义，为此不能被定义为行

星。”郑永春说，“这 3 个条件必须同时满足，

缺一不可，当初冥王星被从原来的‘太阳系九

大行星’里除名，就是因为它不符合上述第三

条要求。”因为冥王星所在的柯伊伯带还有许

多与冥王星大小相似的天体。目前太阳系符

合这些行星要求的，也只有 1900 年前发现的

8 个行星。“现在来看月球不可能被定义为行

星，在未来几年也不太可能。”郑永春说。

对行星的认识不断进化

什么样的天体能被定义为行星？

据 英 国《独 立 报》网 站 报 道 ，NASA 冥

王 星“新 视 野 ”号 探 测 任 务 主 要 研 究 员 阿

兰·斯特恩及其 5 名同事撰写了一份声明，

试图重新定义构成一颗行星的要素。他们

提出，与围绕土星旋转的土卫六和土卫二

以 及 围 绕 木 星 旋 转 的 木 卫 二 和 木 卫 三 一

样，月球拥有一颗行星的全部属性。声明

中称：“许多公众认为所谓的‘非行星’似乎

不够有趣，因此不具备科学探索的意义。”

为符合更严谨的科学定义、增进公众认识，

他们提出在地球物理学的框架内重新定义

行星，即强调星体内在物理特质，而非外在

的环绕特性。

报道称，在新标准下，若星体有足够引

力，能令自身从混杂的石块中成形，也应被

视为行星；不一定要围绕太阳运转才能被视

为行星，围绕其他行星的星体也可视作行

星，地球和月球将成为双行星系。

如果这些建议被国际天文学联合会采

纳，不但冥王星可回归行星之列，当前拥有

8 颗行星的太阳系内将有 100 多个卫星有望

升格做行星。

科学家要求重新定义行星

月球要“升级”做行星了？

NASA 上述科学家要求重新定义行星

时，强调一点“若星体有足够引力，能令自

身 从 混 杂 的 石 块 中 成 形 ，也 应 被 视 为 行

星。”为何要强调这个呢？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科学传播中心

主任、行星科学家郑永春告诉科技日报记

者，这要从行星的形成说起。

在一个恒星周围，可能环绕着大量的

尘埃颗粒和气体，以太阳为例：大约在 46

亿年前，太阳周围的尘埃颗粒之间互相碰

撞，黏附到一起。长期以后，出现了大量的

行星胚叫做星子，当时至少有几十亿颗星

子 围 绕 太 阳 运 动 。 星 子 之 间 的 作 用 规 律

是：两个星子如果大小悬殊，且彼此的速度

不大，碰撞以后，小星子就会被大星子吸引

而合并。这样，大的星子越来越大。如果

两个星子大小差不多，彼此速度很大，它们

碰撞后就会破裂，形成许多小块，而后，这

些小块又陆续被大星子吃掉。这样，剩下

的星子越来越少。行星就是当时比较大的

星子逐渐合并后长大成形的，小行星就是

当时互相吞并时期没有被吃掉的幸运儿。

“从这点上看月球的形成跟行星一样。”郑

永 春 说 ，“但 不 能 因 为 就 这 一 点 就 说 是 行

星，只能说它具有行星的一些特点，但跟定

义为行星是两码事。”

月球从混杂石块中成形

形成过程像行星就是行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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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月球是地
球的卫星，但美国航空航
天局的一些科学家提出
在地球物理学的框架内
重新定义行星，即强调星
体内在物理特质，而非外
在的环绕特性，认为应当
把月球归为行星。做了
那么多年的地球卫星，月
球这回真的要升级？不
过吃瓜群众表示，无论升
不升级，月亮都还是那个
月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