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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亚当·道格拉斯在经典作品《银河漫

游指南》中描绘的那样：太空是一个巨大的存

在。巨大到即便是科幻作品，也需要花费很

大力气来令这种巨大所产生的空洞感不至于

那么突兀。实际上，大部分科幻的做法是，尽

各种手段回避这个问题——如何征服这种

“巨大”。总之要尽量把读者的注意力拴在故

事身上，而不是集中在对技术问题漏洞百出

的表述中。

这样处理，皆大欢喜。不过问题是总有

一些科学家、工程师和科幻作家喜欢尝试挑

战。据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文章称，日前，一

批人正在伦敦的皇家天文学会举行集会，认

真探讨起如何才能够在现实世界完成一个创

举——驱使星舰进行星际旅行。

这并不是科学家第一次进行类似的活

动。稍早时热闹的争论声就已经在美国的圣

迭戈市响起，而国际上专门从事星际旅行研

究的机构也多了起来。这种景象，或许代表

着“星舰派”声威日盛。

星际有多远？

星际旅行研究发展至今日，需要解决的

问题终可归为一个：距离。就是航程。形象

点说，如果直径 12742 公里的地球，是一颗放

在记者办公桌上的小沙粒，那么月球可以按

比例视作 3 厘米外更小的一颗。太阳稍微远

点，大概在 12 米外的编辑大厅内。至于那颗

离太阳最近的恒星——半人马座阿尔法 B，

我们需要走 3200 公里，差不多从北京走到昆

明才能会一会它。

面对这种夸张的尺度，以化学燃料提供

推力的火箭根本无能为力。那颗刚飘出太

阳系的“旅行者一号”就是很好的例子。它

在助推火箭及行星引力的作用下速度曾达

到惊人的每秒 17 公里，即便以这样的速度，

想完成从地球到阿尔法星的旅程，也要漫长

的 75000 多年。

与之相比，核动力技术能够有效地降低

这些天文数字。独立物理学家弗里曼·戴森

设想的依靠核爆驱动的飞船，只需要 130 年

就可以抵达阿尔法星。但问题是它踩得下

油门，却踩不了刹车（后者所需的能量是前

者的两倍），因而只能在加速中与目的地擦

肩而过。

英国星际协会上世纪设计出“戴达罗

斯”号无人星际飞船的情况会好一些，尽管

速度更快，但能够收集沿途的各类数据；而

作为继任者的“伊卡洛斯”号已经有能力降

低自身的速度；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和美国

海军共同运作的“远景”项目，看起来更为完

美——飞船将精确停靠目标，并进入恒星轨

道开展研究。

但核动力也有壁垒。首先就是过于庞大

的装置。“戴达罗斯”号自重 54000 吨，其中大

部分来自其安装的核反应堆。仅运送它就需

要消耗额外的燃料，而燃料本身又是一大问

题——这种名为 3He 的氦同位素，并不容易

获取。“戴达罗斯”团队曾设想从木星大气中

开采——其前提是人类已经在整个太阳系范

围内实现殖民。这距离现实太过遥远。

好帆凭借力

高科技陷入了纠结。有些人把思路转向

了另一种方法，不需要考虑令人头疼的燃料

问题，新设想的飞船装备了人类最古老的发

明——帆。

太空帆所需的不是风，而是激光或微波

辐射。与化学燃料和核能相比，后者将赋予

它们更加接近光的速度，使其可以“安静”地

驶向宇宙中任何想去的地方；同时，因为无需

负重，飞船的体积将更加灵巧，便于加速；而

减速也不再是一个问题，当靠近目标时，飞船

将张开第二张帆——磁化帆，依靠目标恒星

发出的太阳风来降低速度。该技术在现实中

已经存在。

太空帆构想还有另一大特点，就是循环

使用，因而其比火箭、核反应堆更加省钱。

实际上，这也代表着实现星际旅行所要

考虑的另一大问题——成本。微波物理学

家、前核聚变研究者吉姆·本福德指出，即便

是发射一颗小型、低速、以考察太阳系边缘为

目标的探测器，其电力消耗也相当于一个小

型的国家。而如若真的上升到星际旅行的层

面，比如飞船速度要达到光速的十分之一，人

们几乎需要推动整个文明向前——以克服天

文数字的距离。

这同时意味着与飞船有关的一切都不会

是小的数目。预算，就是拿出“全部”。

只因它存在

很多人想知道，为什么科学家要“自找麻

烦”、不懈地挑战星际旅行之难题。在最新一

次讨论中，英国皇家天文学会的几位代表承

认，在人类可以畅游太阳系并掌控不止一个

星球的资源之前，造出星际飞船的可能性几

乎不存在。而这一天是否真的能够到来，也

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但乔治·本福德同时称，人类非常不善于

预言，许多被打上“不可能”标签的事物，其发

展的速度往往远超预期。

其实，物理学、工程学在长达 50 年的研

究后，也没提出一个明显的技术原因来证明

无人飞船的建造不可行。

伦敦大学伯克贝克学院天文学家伊安·
克劳福德则告诉人们，发射机器人探测器登

陆外星球所得到的研究效果，远超过通过天

文望远镜所得。他甚至列出了执行这样一次

探索任务需配备的科学仪器，以及一些需要

解答的恒星物理、行星科学、天文学等领域的

问题。而对于另一些热衷参加星际研究的学

者而言，“我能”这一条理由，就足够“我做”。

过往的经验，并不都足以作为未来的借

鉴。太空探索所涉及的维度和问题，也远非

地球上的坐而论道能够解决。乔治·本福德

的自信也许是错误的，但他和他的那些飞船

设计师同道们，却提供着科学精神中不可或

缺的正能量。

人们为什么要征服星际？说到底，只因

它在那里。

拜访那一片流转星河
——科学家讨论实现星际旅行的可行性

本报记者 张梦然 综合外电

“好胆固醇”能抗炎症
据新华社柏林 12月 22日电 胆固醇

有两种，低密度脂蛋白（LDL）是导致动脉

粥样硬化的罪魁祸首，而高密度脂蛋白

（HDL）则被称为“好胆固醇”，它可以保护

动脉血管，抗击慢性炎症。德国波恩大学

日前发表研究公报称，他们发现了“好胆固

醇”控制炎症反应的机理。

波恩大学的一个研究团队经过 3 年的

研究，在人类细胞和小鼠细胞实验中，借助

基因组分析和生物信息学手段，从大量调

控基因中筛选出了巨噬细胞中的一个转录

调节基因。这个名为 ATF3 的基因是“好

胆固醇”控制炎症反应的关键。

巨噬细胞是天然免疫系统的一部分，

能吞噬入侵病原体，而它识别“入侵者”靠

的是一种被称为 Toll样受体的蛋白质。这

种受体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启动生化信号

通道，促进抗炎症物质的释放。

研究人员发现，在上述过程中 ATF3

基因能抑制炎症基因转录，防止 Toll 样受

体过度刺激炎症反应。而“好胆固醇”能激

活 ATF3基因，从而降低炎症反应。

研究人员说，破解“好胆固醇”抑制炎

症反应的机制，将有助于开发抗炎症药物。

此项研究成果已发表在最新一期《自

然—免疫学》杂志上。

斯诺登说不会用信息换避难
新华社里约热内卢 12月 22日电 （记

者赵焱 陈威华）据巴西环球电视台 22日报

道，美国“棱镜门”曝光者斯诺登说，他“不

会用所掌握的信息换取避难”。

目前正在俄罗斯避难的斯诺登近日通

过邮件接受了环球电视台记者的专访。斯

诺登说：“我从来不会用掌握的信息换取避

难，我相信巴西政府也不会这样做。”他说，

他愿意通过合适合法的方式向巴西议员提

供帮助，协助调查美国针对巴西政府和公

民的窃听行为。

斯诺登还表示，如果巴西给予政治庇

护，他愿意来巴西。

斯诺登 17日在巴西报纸发表公开信表

示，希望以协助调查美国情报监控活动来

换取巴西政治避难。对此，巴西外交部当

时发表声明认为，斯诺登的避难请求“不正

式”且“不严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