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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类生存及技术应用

的角度来说，对太阳风性质

的探究和对日冕物质抛射的

预测，是人类进行空间活动

的必然需求，也是人类理解

生命起源，寻找地外生命的

重要基础。

◎实习记者 都 芃

相关新闻

有种属于天文的浪漫，叫让你的名字闪耀在星辰大海。

1928 年，青年天文学者张钰哲在美国发现一颗小行星，这也是第一颗由

中国人发现的小行星，它被命名为“中华星”。自“中华星”始，90多年来，越来

越多的中国元素闪耀在广袤的天宇。天空中有哪些“中国星”？为什么天文学

家要“追”小行星？中国科学院天文专家为您解开天空中的“中国奥秘”。

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行星科学和深空探测研究部主任赵海斌介绍，

宇宙中发现的各类天体，目前只有小行星可以根据发现者意愿命名。一般来

说，由发现者向国际天文联合会进行提名，经过审核批准，命名会向国际社会

公布。小行星命名一旦确定，就永久不可更改。

“为小行星命名既凝结着科研工作者的心血，也寄托了人类美好的愿望，

天文学家将其看作一项浪漫的殊荣。”赵海斌说。

相比西方国家，中国的小行星探测起步较晚，但在天文学者的努力下，闪

耀在天空中的“中国星”数量越来越多，涉及面也越来越广。

——有“地名星”：目前我国绝大多数省市，都有对应的以行政区名命名的

小行星，比如北京星、上海星、山东星、江苏星；

——有“神话星”：比如女娲星、嫦娥星、烛龙星；

——有“事件星”：比如神舟星、奥运志愿者星、北京奥运星；

——有“古代名人星”：比如张衡星、祖冲之星、孔子星、老子星、司马迁星、

李白星、杜甫星、苏东坡星、郭守敬星；

——有“现代科学家星”：比如李四光星、吴健雄星、王绶琯星、叶叔华星、周

光召星、叶培建星等。为了表达对张钰哲的敬意，1978年，国际小行星中心宣告

将美籍华裔天文学家邵正元发现的第2051号小行星正式命名为“张钰哲星”。

为什么科学家要观测、追踪小行星？赵海斌介绍，小行星是可能与地球

“密接”的一类天体，发现和追踪它们有助于人类掌握地球可能遭受的安全威

胁，进而保卫地球安全。

目前天文学界公认，直径达到 140 米、运行轨道距地球 750 万千米之内的

小行星可能对地球构成威胁。人类已发现这类小行星 2000多颗，只占总数的

40%左右。

目前，我国已作为正式成员加入国际小行星预警网，紫金山天文台近地天

体望远镜是主力设备。同时，中国天文学者还在推动建设更大口径的下一代

近地天体监测设备，以提高观测能力，期望在国际小行星监测预警领域发挥更

重要的作用。

看！空中闪耀着“中国星”

◎新华社记者 王珏玢 邱冰清

身边的天文学

◎本报记者 陆成宽

美国著名太阳物理学家尤金·帕克于近日

逝世，享年 94岁。

帕克是最早提出并通过数学计算证明“太

阳风”存在的天文学家，对太阳物理学研究起到

了奠基性作用。

2018 年 8 月，以帕克命名的太阳探测器发

射升空，当时 91岁的帕克亲临发射现场观看了

此次发射，而这也使得帕克号太阳探测器成为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历史上第一个以

在世科学家命名的探测器。

如今，帕克走了，但帕克号依然向着太阳前进。

能够“冠名”太阳探测器，帕克对太阳领域

的研究，究竟有着怎样的贡献？上世纪中叶，权

威学者查普曼提出的静态太阳大气理论成为当

时的主流观点。该理论认为，太阳大气一方面

受到太阳超高温度下形成的向外膨胀力的作

用，另一方面又受到太阳自身引力的作用，两种

力实现平衡，形成了太阳大气的静止状态。

但也有科学家提出了不同看法，1956 年德

国科学家路德维希·比尔曼通过观察彗星“尾

巴”的朝向指出，彗星的一条“尾巴”之所以总是

背向太阳，是由于彗星的挥发物受到了太阳上

吹来的风的影响，被吹向了与太阳相反的方向，

从而形成了彗尾。

这一学说在当时并未受到广泛认可，美国

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辛普森便认为该学说与

权威理论相悖，于是他将验证这一假说的任务

交给了他的学生——尤金·帕克。

当时还是研究生的帕克便以查普曼的静态

太阳大气理论为基础，进行数学推导。但最终

得出的结果却令他大为震惊。计算结果显示，

如果以静态太阳大气为条件，则在距离太阳无

穷远的地方，依然存在着巨大的太阳大气压

强。这个明显矛盾的结果让帕克意识到，查普

曼的理论并不正确。再加之此前比尔曼提出的

假说，帕克认为，太阳大气不是静止的，而是一

直处于活跃状态，并持续向外抛出粒子。通过

计算，帕克指出太阳大气粒子在脱离太阳引力

后会不断加速，其在地球附近的速度可达到每

秒数百公里，帕克将其命名为太阳风。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怀柔太阳观测基地

主任邓元勇介绍，帕克的太阳风理论刚发表时

便颠覆了人们对静态太阳大气的认知，遭到了

当时科学界的普遍质疑。但是在 1962 年，“水

手 2号”探测器在前往金星的过程中，对太阳进

行了连续 100 多天的观测，持续观测到了速度

高达 400—700 公里/秒的带电粒子流，全面证

实了太阳风的存在。人们终于认可了帕克此前

提出的太阳风理论，而帕克也当之无愧成为了

太阳风研究的奠基人。

不仅如此，邓元勇表示，帕克还在太阳磁重

联、太阳发电机理论等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工

作。尤其是他与天文学家斯威特共同提出了斯

威特—帕克磁重联模型，首次给出了磁重联定

量的数学描述，为此后建立更为严格的磁重联

理论奠定了基础。而在太阳发电机理论方面，

帕克提出的科里奥利力与对流区湍流耦合理

论，打破了此前托马斯·考林提出的发电机过程

不能最终产生轴对称的磁场，即发电机产生的

磁场必须是三维的反发电机理论模型，推动了

太阳发电机理论发展；并且他还将太阳发电机

理论延伸、拓展到了星系磁场，推动了星系发电

机理论的发展。

太阳风理论颠覆人们对太阳大气认知

帕克是太阳风之父，而帕克号也承担着研

究太阳风，尤其是太阳风暴的任务。如果说正

常状态下的太阳风还称得上是“微风和煦”，那

么能量大得多的太阳风暴则可以算是“狂风暴

雨”了。在今年 2月初，由太阳风暴引发的地磁

暴，便有可能是 SpaceX公司的 40颗“星链”卫星

未能升至预定轨道而宣告报废原因之一。

太阳的“脾气”阴晴不定、难以捉摸，但也并

非完全不可预测。邓元勇表示，太阳高能粒子

到达地球至少需要数小时，等离子云到达地球

则至少需要两三天，所以目前人类已经可以对

太阳风暴进行一定的预报。但他也指出，仅靠

目前的地面装置还无法对太阳风进行更为深入

的研究，“实际观测的太阳风速度要远大于理论

值，它是如何被加速的？太阳风中粒子温度存

在各向异性，又是如何形成的？这些重要的问

题我们目前都还没有定论。”

而相较于地面设施，帕克号太阳探测器最

独特的优势，便是它能够前所未有地接近太

阳。“它距离太阳最近时仅约 9 个太阳半径，相

较于地面观测缩短了 96%的距离。”中国科学院

国家天文台怀柔太阳观测基地副研究员宋永亮

表示，凭借这一无与伦比的优势，帕克号可以探

测到初始太阳风的性质，研究太阳局地日冕磁

场和粒子运动的耦合，这是地面及地球轨道探

测器所不可比拟的。

研究太阳是开展空间活动的必然需求

2021 年 12 月，NASA 发布消息称，帕克号

太阳探测器已于 2021年 4月成功穿过太阳外层

大气，并对其进行了粒子和磁场采样，这也是人

类探测器首次成功进入太阳大气。

科学家普遍认为，在太阳大气最外层存在

着一个阿尔芬临界面，它标示着太阳大气的终

结和太阳风的开始。根据此前的研究估计，该

临界面距离太阳表面在 10 到 20 个太阳半径之

间。穿过这个临界面，便意味着真正进入了太

阳大气。

在此次穿越中，帕克号太阳探测器采取了

循序渐进的策略，其首先围绕着太阳“转圈圈”，

逐步接近太阳大气外层；随后，找准时机以每小

时 69.2万公里的超高速度飞行至距离太阳表面

18.8个太阳半径处；在这里，帕克号检测到了特

定的磁场和粒子条件，这意味着帕克号正式进

入了太阳大气；随后帕克号又似穿针引线般，反

复进出太阳大气，在这一过程中，帕克号发现阿

尔芬临界面不是光滑的球形，它的表面有着起

伏的峰谷，而将这些峰谷与太阳表面活动联系

起来进行研究，可以帮助科学家了解太阳活动

是如何影响太阳大气和太阳风的。

在此次帕克号进入太阳大气之前，距离太

阳最近的人造探测器是“太阳神 2 号”，其在

1976 年时曾抵达过距离太阳 4273 万公里处。

而帕克号之所以能够和太阳来个前所未有的

“亲密接触”，主要得益于其“夹心饼干”结构的

隔热罩。该隔热罩被安装在探测器面向太阳的

一侧，由厚度约为 12 厘米的碳复合材料制成，

具体结构为两块碳纤维面板之间夹着一层厚约

11.4 厘米的碳复合泡沫材料。凭借着这块“夹

心饼干”的保护，隔热罩面向太阳的一侧温度高

达约 1371摄氏度，而隔热罩的另一侧则仅为 29

摄氏度。

按照计划，帕克号接下来将在 2024 年 12

月，逼近至距离太阳表面约 616万公里处，有望

再次打破它自己保持的人造探测器靠近太阳的

极限距离。

用邓元勇的话说，帕克号太阳探测器正将

人类对太阳的研究真正推入到“触摸式”时代。

太阳探测进入“触摸式”时代

帕克走了帕克走了，，但帕克号依然向着太阳前进但帕克号依然向着太阳前进
宋永亮认为，从人类生存及技术应用的

角度来说，对太阳风性质的探究和对日冕物

质抛射的预测，是人类进行空间活动的必然

需求，也是人类理解生命起源，寻找地外生命

的重要基础。而帕克号太阳探测器也将在太

阳磁场、等离子体、高能粒子、太阳风性质等

方面展开深入研究，帮助科学家加深对太阳

活动的认知。

绿豌豆、蓝莓、紫葡萄……在浩瀚宇宙中，

天文学家发现了一个“星系果蔬园”。

依托郭守敬望远镜（LAMOST）的海量光

谱数据，来自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等单位的

研究人员新发现了 1417个致密星系，其中包括

739 个绿豌豆星系、270 个蓝莓星系和 388 个紫

葡萄星系。相关研究成果在线发表于《天体物

理学报》。

“这是迄今为止一次性新发现致密星系数

量最多的研究工作。此前已经被其他望远镜观

测到，被国外科学家证实并发表过相关研究成

果的致密星系，总共才有 800 个。这些星系个

头小、亮度暗，观测难度高。”中国科学院国家天

文台研究员罗阿理近日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

访时强调。

或许有人会有疑问，为什么这些新发现的

致密星系会以蔬菜、水果的名字命名？

对此，罗阿理解释说：“在观测数据生成的

图像上，这些星系呈现出不同的颜色和形态，因

此天文学家就根据它们的颜色和形态，以生活

中比较常见的水果、蔬菜为它们取名。比如，绿

豌豆星系在图像上呈现为绿色，形态极其致密，

看起来圆圆的，像个豆子。”

研究人员利用 LAMOST 光谱数据对这些

新发现致密星系的恒星形成率、金属丰度以及

环境进行了系统研究。

“我们发现，这些致密星系具有更高的恒星

形成率、更低的金属丰度。一般星系往往都处于

星系团的环境，而这些致密星系相互之间距离更

远，位于更加离散的宇宙环境中。”罗阿理说。

绿豌豆星系的发现，来源于有天文爱好者

参与的“星系动物园”计划。在对斯隆数字巡天

（SDSS）观测到的不同星系按照形态进行分类

时，天文爱好者发现了 251个极其特别的样本，

它们很难被归为已知的星系类型。“后来，这些

样本被命名为绿豌豆星系。”罗阿理解释。

绿豌豆星系有着很低的金属丰度、很高的

恒星形成率，其质量能在几亿年的时间内翻

倍。它们大约在距离我们 15 亿到 50 亿光年的

位置上，体积不到银河系的十分之一，质量不足

银河系的百分之一，但却在以 10倍于银河系的

速度孕育恒星。

“在宇宙早期的星系中，如此惊人的恒星形

成率非常普遍，但在今天却难得一见。”中国科

学院国家天文台博士生刘思琦说。

致密星系中比较典型的还有在图像上呈现

蓝色的蓝莓星系和呈现紫色的紫葡萄星系。

刘思琦介绍，蓝莓星系比绿豌豆星系更加

致密，体积不足银河系的三千分之一，质量不到

银河系的万分之一；蓝莓星系是离我们更近的

致密星系，而紫葡萄星系和我们的距离介于绿

豌豆星系和蓝莓星系之间，或者比绿豌豆星系

更远。

“这些新发现的致密星系质量范围大约在31

万至100亿倍太阳质量之间。其中，距离地球最

远的星系在约90亿光年外。”罗阿理补充道。

随着 LAMOST 巡天的继续开展，未来更多

的绿豌豆星系、蓝莓星系及紫葡萄星系将会陆

续被发现，将为揭示早期宇宙如何形成恒星以

及理解包括银河系在内的众多星系是如何演化

的打开新窗口。

绿豌豆、蓝莓、紫葡萄……

科学家发现宇宙中有个“星系果蔬园”

“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成功发射，实现火星环绕、着陆，“祝融号”火星车

开展巡视探测，在火星上首次留下中国人的印迹，中国航天实现从地月系到行

星际探测的跨越。

下一步，中国的行星探测工程还有哪些计划？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吴

伟仁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后续深空探测会是长期的、持续的。”

我国将进行系列深空探测任务

吴伟仁介绍，后续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对深远空间的小行星进行探测，把

小行星的样品采集回来。

他同时表示，未来我国还准备进行太阳系其他行星的探测。比如对金星

进行探测；对威胁地球的近地小行星进行探测，实现对其预警、防御、处置等。

“有的任务已被纳入规划和论证”。

再往远期看，吴伟仁表示，中国深空探测希望实现“两个 100”：在 2049年，

也就是新中国成立 100周年之际，实现对 100个天文单位（150亿公里）之外的

太阳系边际进行探测。

“深空探测在航天里面，应该说是一个制高点。”吴伟仁说，因为它无论从

技术难度、规模大小还是科学贡献方面，都处于前沿领域。

这个实验室将为深空探测提供支撑

2月 25日，国家航天局与安徽省人民政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并举行深空

探测实验室（天都实验室）揭牌活动。据悉，深空探测实验室由国家航天局、安

徽省、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三方共建。

“这个实验室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凝聚国内在这方面的力量，在科学技术以

及以后的应用方面成为一体。”吴伟仁说。

吴伟仁介绍，深空探测实验室的主要任务是支撑我国的深空探测重大工

程，开展在深空领域的前沿性、基础性、战略性研究，对深空探测工程进行深入

研究论证，并提出实施方案。

他还表示，深空探测实验室是一个开放性的实验室，面向全国乃至国际吸纳

人才，它意在成为国内科技体制机制创新的示范，国际上吸引人才的一个高地。

“我们对它寄予厚望。”吴伟仁说，如果深空探测实验室运行得很好的话，能够

大力促进我国深空探测领域的科学技术，甚至对相关产业的发展起到带动作用。

我国深空探测计划

瞄准“两个100”目标

◎本报记者 刘园园

帕克号太阳探测器帕克号太阳探测器 NASANASA

科技日报讯 （记者陆成宽 付毅飞）“在太

阳活动周、高速太阳风起源等方向的研究上，我

国具有一定优势；同时，我国已具备实施太阳极

轨探测的技术条件，建议以太阳极轨探测卫星

作为切入点，尽快推动太阳立体探测重大工程，

支撑我国建设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

地。”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嫦娥五号探测器系统总

指挥、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孟飞在接受

采访时呼吁。

太阳是太阳系的中心天体，是人类可以详

细探测的恒星，对认识恒星的起源与演化具有

重要的科学意义；太阳活动是空间灾害天气的

源头，会对地球通信、电力等造成干扰，给人类

活动带来重大影响。

太阳空间探测是人类科学探索中非常活跃

的领域。但是，“我国在太阳空间探测领域缺乏

第一手数据，缺乏标志性的太阳空间探测项目，

科学家以研究国外数据为主，制约了重大原创

性科学成果的产生。”杨孟飞坦言。

在杨孟飞看来，太阳极轨探测将为我国

科学家解决太阳活动周等重大科学问题提供

重要契机。利用太阳极轨探测卫星展开的探

测活动，将为揭示决定人类生存环境的太阳

磁活动周起源、高速太阳风起源等带来前所

未有的机遇。

“我国虽然很早就提出了太阳极轨探测的

概念，并制定了实施方案，但推进速度偏慢，必

须加快推进步伐，以太阳极轨探测卫星的工程

实施抢占领先地位。”杨孟飞强调。

他建议，以太阳极轨探测卫星作为切入点，

尽快启动工程研制，抢占科学高地；建议我国相

关部门统筹兼顾，将太阳立体探测系统作为重

大专项持续推进。

“太阳研究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和应用价

值，太阳立体探测任务能够提高太阳物理研究

和太阳爆发活动预报水平，引领我国空间科学、

空间技术、空间应用水平的提升，为我国科技、

经济、社会和国家安全服务。”杨孟飞解释道。

太阳极轨探测：为研究太阳带来新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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