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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徐 玢

仲夏夜，如果天气晴好，在光污染很小的环境下，我们会在头顶看见一道横

跨天际的乳白色光带，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银河。银河直径约 10 万光年，由大量

的恒星构成，在古代又称云汉、天河、星汉，曹操在《观沧海》也有“星汉灿烂，若出

其里”的美句。

其实，我们所看到的银河并不是完整银河系，而只是银河系的一部分。一年

四季都可以看到银河，只不过在北半球的夏天，我们能看到银河最为明亮壮观的

部分（在本文中称“银心”）。而这最灿烂的部分，也是我们追求拍摄的目标。

拍摄银河，讲究的是“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

首先说天时，这是银河拍摄中最重要的环节。拍摄银河，除了选择好天气

外，首先需要熟悉它运行的规律。每年春节过后，天快亮的时候，银河的银心就

会从东方渐渐爬起来，地理纬度越低，银心高度越高。随着月份的推移，银河银

心升起的时间会越来越提前。进入五六月份，银河银心就会在前半夜（24点前）

升起，到了七八月份，天色刚黑，银河就高悬天际了。综合人类睡眠习惯、气候温

度等综合因素，在北半球拍摄银河的最佳时间段为每年的 5月底至 9月底。

除了了解银河升落规律，月相对银河拍摄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要获得良

好的拍摄效果，避开满月的影响是必要的。每月的农历二十三至次月的初七，都

是比较适合拍摄的时机。

其次说地利。单纯地拍摄银河固然很漂亮，但结合地景会让作品锦上添花，

而且地景有标识地理位置的作用。所以拍摄点宜选择视野开阔的高海拔地段、

有明显地理标识的自然景观或建筑体、有合适的前景等。

最后说人和。人和就是拍摄的基本方法与注意事项。拍摄银河首先需要具

有一台或多台具有长时间曝光功能的拍摄装备，相机或手机均可，镜头大光圈广

角镜头为佳。其次需要一个稳固的三脚架，同时推荐使用快门线。一根简单的

快门线会让你的拍摄轻松不少。最后需要准备夜行的必要装备，比如头灯、防寒

防潮防尘防虫衣物、帐篷、补给品等。

万事俱备，只差参数设置了。拍摄银河需要将相机设置为手动挡，开启镜头

手动对焦，对焦位置无限远，光圈调至最大或次大。感光度（ISO）根据所处环境

400至 10000均可尝试，曝光时间结合 ISO，可控制在 5秒至 25秒间。白平衡根据

个人喜好调整，也可保留原始数据格式（RAW）供后期调整。至此，按动快门，等

待片刻，一张华美的银河大片就会出现在你的相机里。

6月，夏夜静谧。让我们找个好天气，背起行囊，一起去记录美好的银河吧。

静谧夏夜静谧夏夜，，去记录银河之美去记录银河之美

耿耿星河 GENG GENG XING HE

王俊峰

天闻频道

近日，捷克天文学家表示，地球被来自金牛座流星雨的

小行星击中的风险越来越大。捷克科学院的天文学家是在

分析金牛座流星雨的 144颗火流星后得出这一结论的。他

们发现了一个流星雨新分支，其中起码有两颗直径为 200

至 300米的小行星。

捷克科学院称，这个分支还很可能包括许多没有被探

测到的小行星，它们的直径都有几十米甚至更大。因此，地

球每隔几年遇到这一组行星间物质的时候，小行星撞击的

危险就会大幅上升。

研究人员认为，这个新分支由聚在一起围绕太阳运转

的物体组成，地球每隔几年会与它们相遇大约三周。

地球“刺客”可能
潜藏于金牛座流星雨

光谱志

③③

①①

６月４日，在四川省甘孜州稻城县的海子山上，

中科院高能物理所研究员曹臻站在一块花岗岩漂砾

上，指着前方开阔平坦的山地说，大约４年后，这里

将建成一座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LHAASO），它将

是世界上覆盖能量范围最大的宇宙线探测设备。

LHAASO即将全面开工。

在海拔在海拔44104410米高地米高地
张网捕捉太阳系外张网捕捉太阳系外““信使信使””

本报记者 李大庆

宇宙线是来自宇宙空间的高能粒子，其能量跨

度为 109—1020电子伏特，主要由质子和多种元素的

原子核组成，并且还包括少量电子和光子。它弥

漫 于 宇 宙 当 中 ，时 刻 存 在 于 我 们 的 星 球 上 。

LHAASO 首席科学家、项目经理曹臻说，宇宙线是

“银河陨石”，是传递宇宙大事件的“信使”，是地球

上存在的太阳系以外的唯一物质样本。迄今为止

我们没办法获得太阳系外特别是银河系以外的其

他天体的样本，因此这些天体发射出的宇宙线，就

成了我们了解银河系的窗口。宇宙线携带着宇宙

起源、天体演化、太阳活动及地球空间环境等重要

科学信息，研究宇宙线及其起源是人类探索宇宙的

重要途径。

1912 年，奥地利科学家赫斯首次发现宇宙线。

100 多年来，在宇宙线的研究中，发现了许多基本粒

子，开创了粒子物理学，还诞生了 6位与此相关研究

的诺贝尔奖得主，人类却始终没有解开宇宙线的起

源之谜。

因而，宇宙线的起源一直是科学界公认的重大

前沿问题，在欧美科学决策机构凝练出的 6 个或 11

个基础科学难题中均位列前 5。

从上世纪末至今，经过各国科学家的努力，已发

现宇宙中有 180 多个伽马射线源天体，它们有可能

是宇宙线的候选源。

LHAASO 项目副经理、中科院高能物理所研究

员何会海说，高能量的宇宙线粒子，可能产生于剧烈

的宇宙事件，像超新星爆发、黑洞爆发、巨大星系之

间的碰撞等，都可能产生宇宙线，都是我们找源的对

象。目前的研究结果显示，超过 1018 电子伏特的粒

子都应该是来源于银河系外，研究宇宙线能让我们

知道宇宙中究竟发生了什么。

“宇宙线粒子具有极高的能量。”何会海以最高能

量的宇宙线质子为例介绍，其质量仅 10-24克，但其动

能却与运动员李娜打出的时速150公里的网球相当。

高能宇宙线
开启了解银河系的窗口

怎样才能捕获神奇的宇宙线粒子呢？

何会海首先描绘了宇宙线粒子进入地球的过程。

高能的宇宙线粒子进入地球大气层后，会和大

气中的原子核，例如氮或氧的原子核发生相互作

用，粒子就像炮弹一样把原子核打碎。其结果是

这个原子核和炮弹一起会变成一堆的次级粒子。

这些次级粒子仍然携带着很高的能量，继续与大

气中的原子核发生同样的相互作用，又把别的原

子核打碎，产生了更次级的粒子。如此重复十几

次，这是一个指数增长的过程，产生许多次级粒

子，最终次级粒子数可达百亿，在空气中像一场粒

子“阵雨”瞬间散布在数平方公里的面积上。科学

家把这个过程称为簇射。

簇射产生的粒子几乎都是以光速在跑，众多的

次级粒子几乎是同时到达。

何会海说，LHAASO 要建造许多的探测器。当

簇射发生时，只要一个粒子打到探测器上，探测器就

弱弱地闪一下。如果几十个、几百个探测器同时闪

了一下，科学家就知道天上来了一个能量非常高的

粒子。

LHAASO 占地 2040 亩。科学家计划在观测站

内布置几千个探测器。它们分为 3个阵列。

第一阵列是由 5195 个电磁粒子探测器和 1171

个缪子探测器组成的地面簇射粒子阵列。5195 个

电磁粒子探测器按边长 15 米的正三角形点阵来排

布，同时在 2.5米的土下每隔 30米布设 1个缪子探测

器。第二阵列是水切伦科夫探测器，是一个深 4.5

米、占地 78000 平方米的纯净水水池，完全密封，水

底布置 3000 路探测单元。第三阵列是 12 台广角切

伦科夫望远镜。这三类探测器阵列彼此联动，组成

巨大的复合探测装置。

首席科学家曹臻说，LHAASO 的具体科学目

标 是 探 索 高 能 宇 宙 线 起 源 ，研 究 宇 宙 线 加 速 和

传播机制，同时开展全天区伽马源扫描搜索，积

累 各 种 源 的 统 计 样 本 ，探 索 其 高 能 辐 射 机 制 。

科 学 家 还 将 利 用 LHAASO 探 寻 暗 物 质 、量 子 引

力 或 洛 仑 兹 不 变 性 破 坏 等 新 物 理 现 象 ，发 现 新

规律。

“LHAASO 的 3大探测阵列互相配合，有望破解

宇宙线起源难题。”对此曹臻充满了信心。

三大阵列数千个探测器
协同溯源宇宙线

通过在我国高海拔地区的广泛选址和实地踏勘

调研，LHAASO 最终选定位于四川稻城海子山、平

均海拔为 4410米的高地作为观测基地。

何会海说，宇宙线粒子在穿越大气层时会被大

气吸收。因而海拔高、空气稀薄的地方，探测器就能

捕获到更多的宇宙线粒子。国际科技界普遍认为，

南美的安第斯山脉和中国的青藏高原更适合高能粒

子观测，它们都在海拔 4000米以上。

除了方便观测之外，LHAASO 选定稻城海子山

也与稻城的生活设施有一定关系。交通上，距离

LHAASO 仅 10 公里的地方就是稻城的民用机场。

对于科学家来说，到 LHAASO 工作、考察等活动不

必舟车劳顿。

在 LHAASO 工作的科学家和工作人员住在哪

里？这也不用担心。稻城县城距离 LHAASO 只有

50 公里，并且海拔一下子就降到了 3750 米，吃住都

比较方便。因此项目中有一部分就是在稻城县城建

设 LHAASO的测控基地和生活基地。

LHAASO为何选址
海拔4410米四川稻城海子山

目前人类用电子对撞机已经能够产生高能粒

子。但宇宙线中高能粒子的能量远超出人类研制的

最高能量对撞机所能产生的粒子，其能量比北京正

负电子对撞机粒子的能量还要高 1000 亿倍。这么

高的能量是怎么产生的？是什么加速原理？

正是这些不可思议对科学家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

银河系可能存在于一个巨大的宇宙物质纤维网络之间

的一处巨大空间之中，也即我们存在于宇宙中的一个静谧

之处，远离尘嚣。这是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研究

人员的最新发现。

天体物理学家们使用不同手段对宇宙膨胀速度进行测

量，最后得到的结果之间存在些许差异。早在 2013 年，科

学家们提出银河系可能存在于一个巨大的宇宙空洞。他们

意识到银河系周围的空间内星系、恒星和行星的数量似乎

远远少于预期。这有助于解释这些差异产生的原因。

此外，地球上之所以能够产生生命，很重要的一点是我

们所处的宇宙空间环境较为安全稳定，因此我们的星球不

至于被周围的黑洞吞噬，或是遭受超新星等剧烈爆发性天

体的冲击。

研究人员表示：“我们常常会发现要想调和不同观测技

术得到的结果之间存在的细微差异非常棘手。而这一发现

将有助于我们尝试调和这种矛盾。”

银河系可能身居
巨大宇宙空洞中

宇宙中存在数量可观的反物质。据估计，仅仅银河系

就存在着大量的正电子，每秒湮灭的反物质大约为 9.1万亿

千克。这些反物质来自哪里？在最新出版《自然-天文学》

上，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研究人员提出：这些反物质来源于

一类特殊的超新星。

一些放射性元素在衰变时会释放正电子。存在于超新

星中的镍-56、钛-44和铝-26三种元素会发生这种衰变并

产生正电子。

研究人员认为，有一类相对罕见的超新星能产生异常

多的钛。这些超新星产生于两颗中等大小的恒星。它们距

离足够近，以至于分享一个共同包层。其中一颗恒星会获

得足够的物质，演变成一颗由碳和氧组成的白矮星；另一颗

恒星则变成几乎全部由氦组成的星体。模型显示，当两颗

恒星随后碰撞并爆发的时候，会产生大量中等质量的原子，

比如钙、铬和最重要的钛。

科学家已经在这类超新星爆发的后续中发现了钛的衰

变。据估计，这类爆发的发生率足以支持放射性钛的稳定

输出。研究人员认为，需要通过进一步计算机模拟和天文

观测检验这一假说。

特殊类型超新星
或为反物质“制造机”

（本版图片除标注外均源自网络）

①《银河自拍》，王俊
峰摄于河北承德金山岭长
城（f2.8，20s，iso5000）

②《银河之路》，王俊
峰 摄 于 内 蒙 古 明 安 图
（f2.8，20s，iso10000）

③《银河拱桥》，张滨摄
于广西桂林（单张f2，90s，
iso3200，竖拍24张拼接）②②

揭秘宇宙线起源的大型科学装置

位于阿根
廷已经建成的
极高能宇宙线
观测站

位 于 甘 孜
稻城海子山将
建的高海拔宇
宙线观测站

尚未启动的切
伦科夫望远镜阵列

位于南极已经建
成的中微子天文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