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避开城市灯光的干扰，来到幽静的
旷野，举头望去，美丽的银河，漫天的
繁星，浩瀚的宇宙展现在你的眼前……
但是，你可知道，你眼前的宇宙并不是
此刻真实的状况，你不过是看到了一个

“假”的宇宙。
不是眼见为实吗！宇宙此刻的景象

就真实的展现在我们的眼前，怎么说我
们看到了一个“假”的宇宙？

以太阳为例，太阳与地球之间的距
离大约一亿五千万千米，光的速度大约
为每秒 30 万公里，因此太阳光“走”
到地球大约需要 8 分 20 秒的时间。换言
之，你此刻看到的太阳光是 8 分 20 秒之
前太阳发出的光，你此刻看到的太阳模
样是 8 分 20 秒之前太阳的模样，而此刻
观测的太阳与地球的相对位置也是 8 分
20 秒之前太阳的位置。

太阳系中从九大行星之一降级为矮
行星的冥王星，距离地球 44 亿千米到
60 亿千米，光需要走大约 5 个小时，也

就是说我们从地球上观测冥王星，看到
的是冥王星 5 个多小时以前的景象。

浩瀚的宇宙星际之间的距离是以光年
为单位的，也就是每秒30万公里的光走一
年的距离。离开太阳系，离我们最近的恒
星是半人马座的比邻星，距离我们4.2光
年；我们此刻观测到的光线是比邻星 4.2
年前发出的；我们些刻眼中看到的比邻星
的位置其实是比邻星 4 年多以前的位置，
而此刻它已经不在那里了；当然，我们观
测到的比邻星图像也是4年多以前的样子。

地球所在的太阳系是银河系的一员。
最新观测成果显示银河系是棒旋星系，有
巨大的盘面结构，由明亮聚集的球核、两
条主要的旋臂和两条未形成的旋臂组成，
旋臂相聚约4500光年。太阳系位于银河系
一个支臂——猎户臂内，距离银河系中心
大约2.6万光年。也就是说，我们即使观
察自己所处星系的图景，此刻看到的许多
天体也是数千、数万年前的状况。

观测自身所处的星系尚且如此，而

最新研究称，宇宙可能有2万亿个银河系
这样的星系，当然这只是一个参考值，
宇宙真正的星系数量靠地球人现有的手
段是根本无法准确测出的。这些星系都
相距甚远，达到几十光年至几百亿光年。

欧洲航天局 2013 年 3 月 21 日公布了
“普朗克”太空探测器传回的宇宙微波背
景辐射全景图，把宇宙的年龄修正为
138.2亿岁。

哈勃空间望远镜曾拍摄到目前可观测
的最遥远的星系照片，这一星系存在的时
期距离宇宙大爆炸开始仅有4.8亿年。这
一星系的红移值约为10，这相当于该星系
距离地球315亿光年。这意味着哈勃望远
镜观测到的是该星系133.4 亿年以前发出
的光，拍摄到的照片是距离宇宙诞生仅
4.8 亿年时候的图像。133.4 亿年过去了，
这个星系现在什么样子，在什么位置，以
什么样的形态存在着都是未知。

除此以外，根据广义相对论，光线
还会在巨大的引力作用下发生弯曲。宇

宙星系中众多的黑洞以及星系本身产生
的巨大引力，使得遥远星系发出的光线
到达地球时已经历尽曲折，我们看到的
宇宙深空图景已经面目全非。

抬头望向太空，除了太阳以及太阳
系的几个行星，漫天的繁星距离我们人
类的距离都以光年计。他们向地球以及
人类发出的光，历经数年、数百年、上
百亿年的时间才来到地球，展示它们数
年、数百年、上百亿年前的“身姿”，而
这些星系今天也早已随时间的长河，按
宇宙演化的规律飞驰到了此刻自己的位
置，甚至有的天体已经完成了自己的生
命周期，以完全不同的形态在太空飘荡。

我们眼前的宇宙就是这样：展现给
我们一个此刻相貌、位置均为“过去
时”的宇宙，一个光线弯曲使得宇宙图
景变形后的“假”的宇宙，也展现给了
我们一个受人类生物体机能所限以及现
有 人 类 科 技 水 平 所 限 所 能 观 测 到 的

“真”宇宙，一个人类可观测的宇宙！

从 6 月 21 日开始，华北、黄淮和东
北地区南部迎来一次强降雨过程。这次
强降雨主要受到高空冷涡的影响，也就
是所谓的冷涡暴雨。冷涡暴雨是什么？
它有哪些特点？

什么是冷涡暴雨？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孙军介绍，

所谓冷涡，就是在高空旋转的冷性涡
旋系统，它的中心温度比周边低，因
此称为“冷涡”。与之对应的，像台
风，它的中心温度比周边高，就是暖

性涡旋。
而冷涡暴雨，就是在冷涡控制下形

成的暴雨。冷涡每年春末夏初在我国
内蒙古、东北地区出现频率很高，经
常反复经过或影响这一带地区。

以21日开始的这次过程为例，冷涡
发源于蒙古高原地区，位置与以往经常
出现在内蒙古东北部、东北地区北部这
一位置相比偏南了一些，向南掉到华北
平原这一带，再配合其他有利气象条
件，就形成了这次比较强的降水。

冷涡一定带来降雨吗？
答案是否定的。不是每一次冷涡过

程都会伴有暴雨，需要一定天气条件
配合。

“高空冷涡是高层系统，在大气中
层比较明显，也就是在 500 百帕附近，
相当于 5000 米左右高度上，它必须有

低层天气系统相配合，才能产生比较
强的暴雨，像 21 日开始的这次过程，
低层低涡作用非常大。”孙军说。

这次冷性涡旋掉到华北平原之后，
在低层也伴有一个比较强的涡旋系统
出 现 ， 也 就 是 我 们 说 的 低 层 涡 旋 系
统，即低涡，高低配合，才造成满足
暴雨产生的天气条件。

在低涡形成后，其前部西南暖湿气
流输送条件非常好，另外，由于暖湿气
流是暖的，冷涡是冷的，冷暖空气相叠
加，形成上冷下暖的结构，容易造成大
气不稳定，促成了较好的大气不稳定条
件生成，同时冷涡南侧和东侧有很强的
风向风速辐合，对暴雨发生起到触发作
用，基于这些因素，暴雨就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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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遗憾！人类只能看到一个“假”宇宙

据美国 《科学》 杂志官网消息，美
国 国 家 航 空 航 天 局 （NASA） 19 日 宣
布，开普勒太空望远镜又发现了 219 颗
新的候选行星，其中10颗行星大小与地
球接近，位于各自恒星的“宜居带”
内，表面可能存在生命必需的液态水。

NASA 在一份声明中说，新发现使
开普勒太空望远镜探测到的太阳系外候
选行星达到 4034 颗，其中 2335 颗已被
确认为真正的行星。在这些行星中，49
颗被认为是类似地球大小的宜居带候选

行星，其中30多颗已获得确认。
开普勒望远镜于 2009 年 3 月发射升

空，是全球首个专门用于搜寻太阳系外
类地行星的航天器，最新公布的候选行
星是开普勒“上岗”头 4 年对天鹅座空
域进行观测后获得的最后一批成果。
NASA 开普勒项目科学家马里奥·佩雷
斯表示：“开普勒提供的数据独一无
二，因为它是唯一囊括了这些类地行星
信息的数据库，理解这些类地行星在星
系中的出现频率，有助于 NASA 在未来

任务中直接为另一个‘地球’拍照。”
开普勒项目研究员苏珊·马拉利说：

“这10颗类地行星中，KOI-7711行星最
引人注目，因为其大小和轨道最接近地
球，但目前我们对这颗行星了解还太少。”

在开普勒升空之前，科学家们仅知
道一些木星大小的巨行星，但开普勒让
他们见识了更多种类的系外行星。开普
勒的观测数据表明，绝大多数系外行星
可归为两类：一类是岩石行星，直径不
到地球的 1.5 倍；另一类是气态行星，
直径是地球的2倍到3.5倍，比海王星略
小一些。但在所发现的系外行星中，很
少有行星的尺寸介于地球的1.5倍到2倍
之间。 《科技日报》2017.6.21 文/刘霞

如果说鸡和蛋的先后争论有些抽象
空 泛 的 话 ， 那 么 有 关 花 朵 和 蜜 蜂 的 考
证，就显得既具象又具体了，因为有触
手可及的化石为证。

在美国地质学家史蒂芬·哈乔维斯发
现亚利桑那州东部的化石森林中的一组蜂
巢之前，主流科学界均认为地球先有开花
植物，后有蜜蜂，两者的间隔有上亿年。
仔细想想，没有人不同意这个观點。

迄今为止，人类发现的年代最久远
的蜜蜂，包裹在美国新泽西州的一块琥
珀 中 ， 距 今 已 有 8000 万 年 。 而 被 子 植
物，也就是绿色开花植物，在地球的遗
迹被测定为距今 1.2 亿年至 1.1 亿年前。
换句话说，被子植物已然枝繁叶茂，欣
欣向荣了三四千万年后，小蜜蜂们才姗
姗来迟，虽然它们一见倾心，并在日后
建立了绝妙完美的互惠关系。

哈乔维斯发现的蜂巢化石，经碳十
四测定距今有 2.2 亿年，这将蜜蜂在地球
上出现的时间提前了 1.4 亿年。也就是
说，在被子植物远未破土之前，蜂类昆
虫就已经学会了建筑自己的家园，并安
居乐业了。它们取食和授粉的对象是结
球果的木质植物，即裸子植物，其中包
括蕨类植物、苏铁和针叶树等。

哈乔维斯发现的蜂巢化石处于树干的
浅层空洞中，树干的节空就是蜜蜂进出的
通道，每个巢中藏有 15 至 30 个巢室，犹
如一个小瓶子，每个巢室都有一个细小的
孔，通到较宽敞的小室中。

经比对，它与现在蜂巢的形状和大
小都非常接近，但是在化石蜂巢的所有
巢室中，均未发现花粉的痕迹，因为那
时开花植物尚未出现。生物考古界公认
最早的花朵，是一块拇指大小的植物化
石，这株植物生活在 1.2 亿年前。经耶鲁
大学的植物学家鉴定，它是一株香草植
物，只有一英寸高，很像胡椒，在它之
后，才有被子植物进化出烂漫花朵，以
花蜜吸引昆虫、飞鸟和蝙蝠，把花粉从
一棵植物传播到另一棵植物的花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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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有花朵还是先有蜜蜂

冷 涡 暴 雨 是 怎 样 形 成 的 ？

“开普勒”又发现十颗类地行星

早春的一天清晨，我家门前那棵
大杨树的枝头，出现了两只喜鹊，冲
着 我 家 “ 喳 喳 ” 地 叫 ， 乐 得 母 亲 直
说：“好兆头，好兆头，喜鹊登枝叫，
准有喜事到。”

从这天起，喜鹊确实为我带来不
少乐趣。原来，它俩选中了这棵大杨
树为“家”，在一处高高的树杈上开始

“建造房屋”。它从早到晚，飞来飞去
忙个不停，不知从哪儿叼来一根根干
树 枝 儿 ，“ 垒 ” 在 树 杈 上 。 没 几 天 ，

“房子”就初具规模了。为了减少它长
途搬运“建材”之苦，在母亲的建议

下，我找了许多长短粗细不一的干树
枝儿，撒落在大杨树下边，供它选用。

大约过了一个星期，它那美丽的
“房子”落成了。接着便开始了“内装
修”。它俩一趟一趟地叼来干软的杂草，
铺在“床”上，这项工程进行了两三天。

秋 天 到 了 ， 我 家 门 前 东 侧 的 柿
子、红果熟了，不少鸟来啄食柿子、
红果。当然喜鹊也不例外。我多次见
到它俩把掉在地上的红果叼回巢去。
一次，我看见一只喜鹊叼起来一个红
果放在树叶上，又叼起一个红果放在
上面，然后它把树叶一折，正好将两

个红果裹在里面，叼起飞回家去。
我惊呆了，认为纯属凑巧。我蹲

在那儿，等待着它再次光临，看它还
用不用这一招。它来了，先是落在我
跟前，来回蹦跳了几下，然后直奔一
片树叶而去，用爪子拍了拍，发现没
什么毛病，接着又向先前那次一样，
将两个红果放在上面，裹上起飞走了
……不过，我没有见过另一只喜鹊有
这样聪明的举动。

我 家 门 前 的 喜 鹊

陈和利

曾经让我们疑惑多年的“先有鸡，还
是先有蛋”这一科学命题，最近终于有
了确切的答案。英国科学家证明：必须
先有鸡，然后才有蛋。因为蛋的形成需
要一种只在鸡的卵巢内才存在的特殊蛋
白质，只有这种蛋白质存在，才能形成
蛋壳。这种被命名为 OC-17 的蛋白质，
具有催化剂的功能，能够加速蛋壳的发
展进程。

许焕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