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讯 （记者周润健）流星雨是最富浪漫色彩的天象。天文科普专家

介绍，金牛座北流星雨和狮子座流星雨将分别于 11 月 12 日和 18 日迎来极

大。虽然流量都不大，但如果运气好，喜欢流星雨的朋友还是会有机会看到明

亮的火流星划过夜空的画面。

在周期彗星中，恩克彗星（2P/Encke）可谓是最眷恋地球的了，每隔 3.3 年

它就回归一次，是迄今为止人类发现的周期最短的一颗彗星。

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天文科普专家修立鹏介绍说，因为辐射点位置的差

异，金牛座流星雨被分成金牛座南流星雨和金牛座北流星雨。由于来源同为

恩克彗星抛出的尘埃团，这对“双胞胎”有很多类似的地方，例如流星体速度较

慢、亮流星较多等。

金牛座北流星雨通常活跃在 10月 20日至 12月 10日，属于小型流星雨，每

晚可见的流星数量并不多，但偶尔会出现明亮的火流星。

“今年该流星雨于 11 月 12 日迎来极大，期间不受月光影响，极大时 ZHR

（在理想观测条件下，辐射点位于头顶正上方时，每小时能看到的流星数量）为

5，流星速度慢，平均亮度中等，流星的颜色多为橙色。但由于该流星雨本身的

流量很小，因此感兴趣的公众在观测时最好不要抱有太高的期待，能看到一两

颗已实属幸运。”修立鹏说。

有着“流星雨之王”称号的狮子座流星雨，活跃在深秋时节，一直是 11月天

象大戏之一。今年该流星雨将于18日凌晨1时迎来极大，极大时ZHR为10。

狮子座流星雨的母体为“坦普尔－塔特尔”彗星，大约每 33 年回归一次，

最近一次是在 1998年，当年的狮子座流星雨极大时 ZHR 短时达到了上千；随

后的 1999年极大时 ZHR 超过了 3000，但由于发生在北京时间的中午，我国的

爱好者没能观测到这次精彩的天象；2000年，狮子座流星雨极大时 ZHR 回落

到 100 左右；2001 年，狮子座流星雨再次活跃，极大时 ZHR 达到了 4000，而且

持续时间非常长，还出现很多明亮的火流星，似银蛇飞舞，如烟花绽放，给人们

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但遗憾的是，从 2001年以后，虽然 2002年它极大时 ZHR超过了 2000，但

我国境内无法看到。之后年份的狮子座流星雨表现有些愧对‘流星雨之王’这

个称号，极大时 ZHR在 10至 20之间，‘缩水’成为规模较小的流星雨。今年不

仅没有爆发的预期，而且极大期间恰逢满月，观测条件非常差。要想看到流

星，只能期待有超级明亮的火流星出现。”修立鹏说。

“金牛”与“狮子”

带着火流星造访地球

◎本报记者 唐 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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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众期待之中，截至北京时间 11 月 7 日 20

时 28 分，神舟十三号航天员翟志刚、王亚平先

后从天和核心舱节点舱成功出舱。那一刻，中

国航天史上诞生了一个新纪录，王亚平成为中

国首位出舱行走的女航天员，太空漫步的人类

历史进程中，终于第一次出现了中国女航天员

的靓丽身影。

为了迈出这一步，我国为女航天员做了哪

些准备？人类历史上曾涌现出多少杰出的女航

天员，她们有着怎样的飞天壮举？进入太空后，

女航天员的任务分工是否有别于男航天员？对

此，科技日报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58载共有65个“她”造
访太空

“人类第一名女航天员曾是一名纺织女

工。”中国航天科工二院研究员杨宇光向记者介

绍。1963 年 6 月 16 日，年仅 26 岁的瓦伦金娜·
捷列什科娃成为首位造访太空的女航天员。这

一天，与尤里·加加林成为首位飞向太空的人类

仅相隔 2年。捷列什科娃也是迄今为止进入太

空最年轻的女性。

此后的 19年里，浩瀚太空都不见女航天员

的身影。直到 1982年，世界上第二位女航天员

才踏入太空，她就是苏联的斯韦特兰娜·萨维茨

卡娅。“我国女航天员王亚平与她的经历非常相

像。”杨宇光说，王亚平是中国第一位进入空间

站、第一位出舱活动、首位 2次进入太空的女航

天员。这里的“中国”一词替换为“世界”，就是

萨维茨卡娅的辉煌航天史。

截至 2021 年 11 月，全球共有 65 位女性造

访太空（包括航天员和商业付费的太空乘客），

约占全部太空造访者的 10%。其中美国女性最

多，苏联、加拿大、日本、俄罗斯、中国分别有 2

名女航天员进入太空，英国、法国、韩国、意大利

各有 1位女航天员进入过太空。

“没有女航天员参与的载人航天活动是不

完整的。”杨宇光解释说，人类进行载人航天活

动，最终极的目的还是要远征其他星球。普遍

而言，男性在力量、逻辑思维、反应速度等方面

的表现要优于女性，但女性在语言沟通能力、理

解能力以及工作的细致程度方面则更占优势。

“男女航天员有差异，也各有优势，可以形

成有益互补。”杨宇光说。

身着定制舱外服进行
太空漫步

11 月 7 日晚，王亚平的出舱标志着中国女

航天员首次实现“太空漫步”，她身着的新舱外

服也在太空中首次亮相。

“舱外活动分为两类。”杨宇光介绍说，一类

是太空漫步，指在失重、微重力条件下进行的出

舱活动；另一类是在月球表面进行舱外活动，属

于有重力条件下的活动。

杨宇光指出，为使王亚平顺利执行本次出

舱任务，我国主要从两方面做了充分准备，一是

舱外服，二是对航天员进行严格训练。

“国外女航天员出舱少的重要原因之一，就

是没有女性专用舱外航天服。”全国空间探测技

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之浩告诉记者，此次亮

相的新舱外服由天舟三号货运飞船运上太空，

是专门为女性出舱活动设计的舱外航天服，尺

寸大小按照王亚平身材专门设计，因此比较合

身，可保证航天员动作灵活，减少体力消耗，提

高工作效率。

“舱外服与太空环境之间存在约 40千帕的

压差。在太空做‘踩油门’这个动作时，必须克

服强大的内外压差才能实现，极其消耗体力。”

杨宇光指出，这套舱外服对下肢部分进行了版

型优化，使得膝关节和踝关节的对位更为准确，

这就让体型瘦小的航天员穿着更适体，更利于

女航天员控制脚限位器来调整自身姿态和方

向，顺利执行出舱任务。

为了“驾驭”舱外服，地面训练中，王亚平穿

着 200 公斤的水下训练服，在中性浮力水池下

工作五六个小时，训练完手抖得都拿不住笔。

“针对出舱训练，我必须缩小和男航天员的差

距。怎么缩小这个差距？就是练。”王亚平曾经

这样说。

王亚平生性不怕吃苦、不服输，为了提高自

己的能力，她加大自己的训练强度，为此甚至放

弃很多假期。王亚平的体质训练教员提到，每

次王亚平都要针对出舱任务加练臂力，练习抓

握铅球、俯卧撑、举杠铃等。体质训练中，她也

总是走得最晚。

杨宇光回忆，他和王亚平初识是在 2014

年，那会儿王亚平刚从神舟十号飞船返回地球

一年多，近年来她更是完全专注于航天训练。

“身着舱外服的航天员执行出舱任务，行动和操

作主要靠上肢。男航天员臂力、体型和臂展具

有先天优势，女航天员要加强对加压后舱外服

的操控力，需要付出更多的汗水。”杨宇光说。

女性更适合长期载人
航天任务

“女性在太空失重环境中雌激素和镁的代

谢方面优于男性，体内铁的含量和产生的废

物也较低，所以不易出现血栓、铁中毒、血管

痉挛、心律紊乱等问题，更适合长期载人航天

任务。”庞之浩介绍，经过几十年的研究和实

践，人们发现，女航天员在航天活动中的作用

与男航天员有所不同，女航天员在太空也有

自己独特的优势。

庞之浩具体介绍道，女航天员身材小巧，在

太空行走时容易控制身体的移动，可更灵活地

完成一些细致的作业。从生理构造、心理素质

来讲，女航天员对航天环境的适应能力更持久，

耐寂寞能力较强，心理素质稳定；女航天员在某

些方面感觉更加敏锐，心思更加细腻，考虑问题

更加周全，处理问题更注意方式方法，语言表达

和沟通能力也比较强；女航天员可为乘组带来

活力，男女一起工作可使双方配合顺畅，积极主

动，工作效率高，错误率少；此外，女性上天也有

利于全面开展医学研究，没有女性参与载人航

天，空间生命科学研究成果是不完整的。

近年来，中国也在加大女性航天员的培

训。从 2012 年神舟九号飞船运送第一位女航

天员刘洋进入太空，到今年王亚平成功出舱，都

体现了中国航天在女性航天员培育方面作出的

努力。

“针对女航天员，这次神舟十三号飞船任务

对飞船和空间站进行了更完善的准备。”庞之浩

说，此前发射的天舟三号货运飞船就搭载有针

对女性的服装类货物，包括适合女航天员的舱

外航天服和其他衣服。另外，还有卫生用品、化

妆品等，都是给女航天员特地准备的。

未来，人类将有望登陆火星。庞之浩表示，

由于去火星路途遥远，所以无论从生理还是从

心理上讲，火星乘组最好能配备一名女航天员。

根据工作特点，职业航天员可分为飞行专

家、任务专家，飞行专家都是从战斗机飞行员中

选拔，而任务专家不一定。纵观世界航天史，女

性在太空几乎承担过所有的航天“工种”，她们

担任过宇宙飞船驾驶员、航天飞机指令长、国际

空间站站长，也有的是太空中的生物医学专家、

载荷专家。

“中国航天对女航天员的重视，可以体现出

一种长远太空探索的深度考量。”庞之浩说。

女航天员的“世界之最”

世界第一位航天飞机女机长是美国的艾

琳·柯林斯。柯林斯先后 4 次执行太空任务，

2005 年她驾驶航天飞机飞临国际空间站，实现

全球第一次航天飞机 360 度后空翻，挽救了因

“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失事而遭受打击的美国

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声誉乃至命运。

国际空间站第一位女站长是美国的佩吉·
惠特森，她保持着女子太空行走 10次的世界纪

录，累计 60 小时 21 分。不仅如此，她还是全球

累计太空飞行时间最长的航天员，达到 665 天

17小时 22分。

太空最强运动健则是美国女航天员苏尼

塔·威廉姆斯。她第一个在国际空间站内跑马

拉松、完成铁人三项运动。

单次舱外活动时长 8 小时 56 分的世界纪

录，由美国女航天员苏珊·赫尔姆斯与一位男航

天员于 2001年 3月 11日完成。

太空连续逗留时间最长的世界纪录为 328

天，由美国女航天员克里斯蒂娜·科赫于 2020

年创造。

首位进入太空的亚洲女航天员是日本的向

井千秋，她于 1994年乘坐“哥伦比亚”号航天飞

机进入太空。

◎王卓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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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 啸 罗阿理

就在不久前，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发布了

神舟十二号航天员在轨拍摄的照片，很多人注意到

一个细节——地球外面竟然有一层发光的边界。

这是大气层吗？夜空中的大气层，为什么

会是“亮”的呢？发光的这层又是在哪一高度？

发光原理是什么？

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指向一个词——气辉，

一种大气发光现象。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呢？让我们从抬头

仰望星空的一个细节说起。

当人们在远离城市灯光的野外，甚至是空气

稀薄的高原欣赏纯净的夜空时，如果把目光放在

星星之间的“空隙”，可以感觉到没有星星的区域

仍然不是直觉上该有的纯黑，即使用望远镜观

察，暗星和暗星之间的“空隙”仍然有些许明亮，

好像我们看到的夜空中有一个微弱发光的背景，

这就是气辉（地球高层大气的微弱发光现象）。

在可见光波段，最明亮的气辉是高层大气

氧原子发出的 557.7纳米的绿色光，亮度稍弱的

是钠原子发出的 589.0 纳米/589.6 纳米的黄绿

色光。这个颜色的大气发光现象，很容易让人

联想到极光。但事实上，二者在分布、形态和原

理上都有着显著的不同。

从空间分布上看，极光几乎只存在于高纬

度靠近地球磁极的一圈，鲜有出现在低纬度区

域，而且形态清晰、变化迅速；反观气辉，则是一

圈完整的发光球包裹在整个地球外面，近乎于

均匀分布，鲜有结构特征。这些不同，均源于它

们发光原理的差异。

极光的出现，来源于太阳风中高能粒子对

大气分子和原子的轰击，微观粒子变成激发态，

随后通过回到基态的过程释放特定能量而发

光，化学上可被归类为“荧光”。气辉的产生，则

源于高层大气的紫外激发，这些紫外线有的直

接来源于太阳光，更多的是高层大气中其他原

子或离子受太阳光激发后产生的次级激发。这

类激发现象在稀薄的高层大气中，可以存在数

分钟到数小时，因此地球的夜半球，就有了能持

续整夜发光的气辉，化学上可称其为“磷光”。

气辉不仅整夜可见，而且分布于整个夜半

球。跟随地球自转和高层大气流动，粒子们运

动到太阳照射的地方产生一定比例的紫外激

发，随后运动到夜半球，有些还在激发态的粒子

就可能在某个时间回到基态而发光。这种发光

没有地理位置的偏好，只有日夜的不同，因此气

辉可以出现在整个大气层。相比之下，极光的

产生和消失是瞬时的，大气粒子受到来自太阳

的高能粒子轰击，即刻发光。而地球的磁场强

烈地约束了这些通常带电的高能粒子，使它们

只会来到地球南北磁极附近的高纬度地区，因

此除了少有的太阳剧烈活动期，只有南北磁极

附近才可能看到极光。

了解了极光和气辉的原理后，我们可以发

现二者均只能出现在稀薄的高层大气。因为如

果靠近地表，假设有氧原子被激发，它很快就会

和旁边的原子或者分子碰撞，把能量释放掉；只

有空气密度足够稀薄时，原子们被激发后才能

安全地自由热运动，直到自己发光释放能量回

到基态。自地表向上，这个足够稀薄的位置就

出现在 100 千米左右的高度。继续向上，原子

们同样也能如此发光，但是由于空气密度更稀

薄，看到的光也更弱。因此最明显的发光就集

中在 100 千米左右的高空，刚好和传统上对太

空定义的 100千米“卡门线”相当。

此外，氧原子还有其他能级的激发，例如需要

更长时间才能回到基态的一种红色发光，需要更

高层大气的更低密度环境，这就形成了在距地表

150—300千米一层较弱较弥散的红色气辉层，相

比100千米的绿色气辉层，红色气辉层需要更多

的曝光积累才可察觉，或者需要强烈的太阳活动

打“配合”。

最后，回到神舟十二号航天员在轨拍摄的

照片，航天员从太空中拍摄的地球，气辉作为一

层薄薄的微弱发光层包裹在距地表 100千米高

度的地方。这一层发光的边界，正是地球上观

察夜空时最主要的背景光。

（来源：《天文爱好者》杂志）

航天员拍到的地球外层发光边界是什么

近期，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孔啸博士、罗阿理基于郭守敬望远镜

（LAMOST）光谱数据，在盖亚探测器（Gaia）收集的白矮星候选体样本中证认

出 6190 颗白矮星，其中 1920 颗是首次发现的，且包含了 64 颗激变变星；并对

证认出的白矮星样本进行了细致分类和大气参数测量。此次研究体现了

LAMOST 大样本光谱数据集在证认测光巡天中大量特殊天体的独特优势。

该数据集大大丰富了已有的白矮星样本，为深入研究白矮星的形成和演化机

制以及追溯恒星内部特征和形成演化等前沿课题提供了更加完备的资源。相

关成果发表在著名天文期刊《美国天文学会研究简报》上。

白矮星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天体，它体积小、亮度低，但质量大、密度极高。

是小质量恒星演化的最终产物。根据观测数据和理论计算，天文学家认为银

河系中 97%的恒星最终都会演变成光度极暗的白矮星。

德国科学家在 Gaia 第三次早期的巡天数据集中，通过测光及视差等参

数，利用机器学习算法给出了约 140 万颗白矮星候选体。孔啸等人将 LA-

MOST 第七次发布的光谱数据集（DR7）与 Gaia 第三次早期数据中的白矮星

候选体进行交叉，并利用机器学习的方法，辅助光谱特征的识别，最终高置信

度地证认出 6190颗白矮星样本，经过对所有白矮星进行十几种细致的子型分

类和大气参数测量，形成了具有多种重要参数的 LAMOST-Gaia 白矮星数据

库。为天文学家进一步研究白矮星的性质及恒星演化奠定了基础。

随着 LAMOST海量光谱数据的不断积累，将会有越来越多的白矮星被光

谱证认与测量。作为恒星演化的代表性产物，具有丰富参数信息的白矮星完

备大样本为研究恒星形成和演化机制以及确定银盘、星团以及银晕的年龄等

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数据资源。

（来源：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官网）

海量光谱数据加持

LAMOST“认出”6千余颗白矮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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