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众所周知的原因，今天将是你们唯一的一个儿童节，我为大家带来了丰厚的

礼物，就在后面那队卡车上。”

我的话还没有讲完，几千名孩子已经一哄而散，奔向了那队卡车。

“让我代表我们 2号城所有领导，祝大家儿童节快乐！”

但显然根本没有人听到我最后这句话，嘈杂声、哄闹声已经淹没了一切，我真

是烦透了这帮小孩，总是吵吵闹闹的，要不是为了奥特，我才不会来这里执行这个

什么狗屁任务，2号城哪有什么儿童节，都是他们编出来的而已。

我看着台下哄闹的孩子们，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然后转身向台下走去。

“奥特找到了吗？”

“找到了，先生，刚刚就在台下，现在应该在那里。”助手机器人回答着我，然后

抬起手指向了远处，我顺着望了过去，一大帮孩子正在跳上一辆卡车，哄抢着上面

的礼物，一个黑人男孩站在车顶上，大声呼喊着，向下扔着几个大包。

“哪个是？”

“就是车顶上那个，要不要把他抓起来。”

我深吸了一口凉气，看来这任务不轻松啊。

“怎么不把你抓起来，我让你准备的东西呢？”

机器人赶忙把钥匙递给了我，我艰难地挤过人群，来到了那辆卡车前，又擦了

擦汗，这里太热了，看来基地的温控系统又出问题了。

“奥特？奥特？”我大声喊着。

对方把一包糖果扔给下面接着的孩子，转身看了过来，两只眼睛炯炯有神。

“你是在叫我吗？先生？”

“是的，你先下来。”

奥特看了看其他人，然后摊开了双手：“别想抓我，这里所有孩子都在抢，反正

这也是给我们的不是吗？”

“不，不，我不是来抓你的。我是基地的高层负责人，你不认识我了吗？”

奥特跳下了车，走到了我的面前，他个头还不太高，但气势上却一点也不输给

我。

“噢，我想起来了，谢谢你们的礼物。不过既然你找我，那我能说点事吗？”

“当然，奥特，有什么事情都可以告诉我。”

“你们能不能把早餐量加大一些？我和我们班的同学没有一个能吃饱的，还有

听说外面工作的大人们都有休息日，为什么我们就没有？我已经组织过四次游行

了，可是没有人理会我们的意见，你应该知道这事。”

边上的孩子们开始围拢过来，我盯着眼前这个稚气未消的孩子，这哪像十岁孩

子说出来的话。机器人助手来到了我的身后，俯身到我的耳边。

“最好不要让他说下去了，我看他们快要喊口号了！”

我当然明白，赶紧擦了擦汗，然后走了过去，搂着奥特的肩膀，把他叫到了一

边。

“当然了，奥特老弟，你的意见我一定向上面反映，相信很快就会有解决办法。

不过今天是儿童节，你们唯一的一次儿童节，你看看我给你们带来的礼物，为什么

不高高兴兴地过节呢？对了，我们专门给你准备了一辆陆地赛车，再过几天你就成

年了，不想去试试吗？”

说着，我把钥匙悄悄塞进了奥特的手里，奥特接过钥匙，兴奋地大喊了起来：

“这是最新型的吗？”

“当然了奥特老弟。”我赔着笑容回答。

“兄弟们，谁想和我去兜风？”奥特兴奋地大喊着，带着孩子们跑走了，他毕竟还

是个孩子。

我这才长出一口气，任务终于完成了。

“你今天很不一样知道吗？为什么对这孩子这么好？你知道这赛车多少钱

吗？”

“当然是为了我的前途，傻瓜。”

“你说什么？”

我回头看了机器人一眼，然后转身向自己的车走去。

“你是到基地才生产的新型号？你还不知道我们的星际迁移吧？前几年我们

来的时候，没办法带来所有人，所以只带来了大部分人的细胞和少量几个人，然后

到这以后再用细胞克隆和加速生长技术还原人类。”

“我不是说这个，我知道历史。”

我停下了脚步，然后回头盯着它那张机器脸：“那你应该知道，来之前我就查

过，那个奥特是用总统的细胞克隆的！”

儿童节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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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外星生命寻找外星生命，，
结果是结果是““相爱相爱””还是还是““相杀相杀”？”？

外星生命和外星人是两码事

“在银河系，像太阳这样的恒星有 2000

亿到 4000 亿个，在整个宇宙中，像银河系这

样的星系又有数千亿个。所以我相信宇宙一

定充满了生命。”和大多数科学家一样，中国

科学院国家天文台郑永春博士坚信外星生命

的存在。

不过，外星人和外星生命显然是两码事。

以火星为例，人类已经对火星进行了 40 多次

探测，这颗行星成为整个太阳系中除地球以

外，人类了解最透彻的行星。但是在多次的探

测中，并没有发现火星人的存在。“在火星上一

定没有火星人，但是有没有火星生命现在还没

法儿说。”郑永春表示。

南京大学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副教授张

辉认为，外星人应该是类人的生命形式，而外

星生命则可以是简单的植物、原始的细菌甚至

是病毒，其范围要广得多。“之所以把外星生命

的定义范围限定在如此狭窄的范围，主要原因

还是为了寻找能够与我们人类交流的外星生

命。”

其实，外星生命也可能以任何人类想象不

到的形式存在。“现在我们对生命的理解，都是

基于碳、氢、氧、磷等元素的生命，但是会不会

存在由硅构成的生命？这还真不一定。”紫金

山天文台研究员季江徽说。

人类为什么要执着地寻找外星生命？

对于普罗大众来说无非就是好奇，但对于

科学家则意味着，地球生命在宇宙中不是孤立

的，“如果能在别的地方找到生命，不管是类似

还是不类似的，我们对生命的理解会更加深

刻，也能知道地球上的生命来自何方，又将去

往何处。”张辉说。

“迂回战术”寻找宜居行星

想要发现外星生命，首先就要找到一

颗宜居的行星，在人类文明现有的技

术手段下，如何探索地外行星呢？

张辉告诉科技日报记者，由于

巨大的亮度差别和空间分辨率的限

制，现有的观测技术很难直接拍摄

到遥远恒星周围的行星。

既然强攻无果，就得“迂回前进”，

科学家们采用了一系列特殊的方法。

一是在直接成像技术里加入星冕仪等手

段，通过把主星的光盖住或削弱以突出行星的

反射光，这样就可以直接拍摄到行星的图像

了。不过靠这种手段找到的太阳系外行星还

比较少。

二是通过观测恒星的变化来间接探测其

周围的行星。“一颗恒星周围如果有行星，那么

恒星就会对它的运动状态、光度等产生干扰，

通过观测这种变化，就能分析出恒星周围是否

有行星，并计算出行星的质量。”根据不同的观

测量，间接探测方法可以分为两大类 4种主流

方法。

例如，科学家会同时监测数十万颗恒星

的光度变化。如果发现某颗恒星会出现周期

性的光度减弱，就很有可能是由于行星在围

绕恒星运动时周期性地遮挡了部分恒星的光

度。这称为凌星法，与太阳系内的水星凌日

现象类似。

另一种通过光度变化探测行星的方法称

为微引力透镜法。根据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

论，遥远恒星的星光经过其他恒星时会被其引

力弯曲汇聚，如果这两颗恒星恰好与地球连成

一线，我们就能观测到由中间那颗恒星周围的

行星引起的额外光度变化。

除了光度会被行星改

变，恒星的运动状态也会被

行星的引力扰动。例如，根

据恒星在天球上位置的周期性

变化，可计算出绕行行星的质量

和轨道周期，这叫天体测量法。欧洲航天

局发射的盖亚卫星就可以对十亿颗恒星进行

观测，测量它们的位置和距离。目前已经释放

出 1 亿颗恒星的亮度信息、100 多万颗恒星的

位置变化信息。而如果恒星是沿着视向方向

前后运动的，那么它光谱里的谱线就会发生周

期性的红移和蓝移，也就表示其周围存在引力

扰动体——或许就是行星，这就是多普勒法或

视向速度法，目前绝大多数行星都是靠这个方

法来精确测定质量的。

张辉告诉记者，以上 5 种方法是主流的

观测手段，目前 99%的地外行星都是这样找

到的。

“太空寻人启事”与“黑
暗丛林法则”

外星人与外星生命不是一回事，寻找外星

文明与类地行星也不是一回事。

从上世纪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创

立的搜寻地外文明计划（SETI），到 2015 年

俄罗斯投资人米尔纳与霍金共同发起“突破

聆听”计划，人类正用另外一种方式搜寻外

星文明。

二者都是通过射电望远镜来搜索宇宙中

的电波信号。这些信号有可能是外星文明主

动发出的“寻人启事”，也有可能是被动暴露，

就像我们人类的雷达信号，早已把地球的位置

及科技文明信息泄露在太空中。

目前，“突破聆听”计划已经租用美国绿岸

射电望远镜和澳大利亚帕克斯天文台望远镜，

2016 年 10 月，中国 500 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

镜（FAST）也加入到这一搜索实验中。

“我们不去联系外星文明，外星文明或许

也会联系我们。即使我们不寻找他们，我们也

会被寻找到。”季江徽认为。假如有一天，地球

真的收到来自外星文明的信号，我们是否要回

应？或许它的科技发展程度已远超人类，地球

文明极有可能就此毁灭。

这种揣测来自于人与人交往中的博弈论，

博弈论导出了所谓的“黑暗丛林法则”，法则意

味着“一旦被发现，能生存下来的只有一方，或

者都不能生存”。

张辉认为，从“博弈链”角度来理解，存在

一个平衡：不一定每次博弈都要置对方于死

地。从整个宇宙来看，人类文明还处在非常初

级的阶段，人类并不拥有让外星文明“眼红”的

资源或“畏惧”的能力，就像蚁穴里的食物对人

类毫无吸引力一样。

“科学发现充满未知，科学本身就是对未

知世界的探索。人类之间都有战争，更何况两

个不同星球的文明？‘相爱’‘相杀’都有可能，

很难有一个明确的结论。”季江徽说。

假如给你一个沉睡的外星胚胎，你会唤醒 Ta吗？

5 月 19 日，又一部以外星生命为题材的科幻电影《异星觉醒》上映。这个名为“卡尔文”的火星

生命体从一个小小的细胞一步步成长为庞然大物，给人类空间站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正如科幻电影描写的那样，人类从抬头仰望星空的那一刻开始，就对探索宇宙空间和外星生

命充满了好奇和不安。这种夹杂着矛盾与浪漫的心态，伴随着科学探索、科幻作品周期性地出

现。就连霍金也不淡定了，近日他发出警告称，“人类千万不要轻易尝试联系外星人……因为我

们并不知道外星人到底友好不友好，会对人类采取什么样的态度”。

与此同时，人类探索宇宙的脚步却越走越远，并屡有新发现。比如去年 8

月，科学家在半人马座比邻星周围发现了一颗宜居行星。这是距离太阳

系最近的宜居类地行星，与我们的距离只有 4 光年多一点。

假如，那些行星上真的存在外星生命甚至外星人，并且科幻作品不幸

预言成真，人类执着不渝地探索，等待人类的结果是“相爱”还是“相杀”？

创视觉 月球基地月球基地
亚马逊掌门人贝索斯日前公开表示，人类应该重返月球，并在月球

上建立永久的人类定居点。前不久，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公布

的火星登陆计划中，月球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假如人类在月球上建立一个基地，它会是什么样子？下图描绘了其

中一种可能。

● 植物温室既可以用来观
光，也可以解决吃饭问题

● 游客娱乐中心人来人
往，游泳、台球设施俱全

● 飞行中心的航班可以
载游客在月地之间往返

● 各领域科学家汇集
于研究中心搞探测

● 人们可从交通枢纽搭乘
汽车在月球表面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