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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报记者 王婷婷

格林尼治时间 20 日 10 时（北京时间 18 时），欧洲

航天局的“罗塞塔”彗星探测器从沉睡中苏醒，开始踏

上登陆彗星“丘留莫夫－格拉西缅科”的最后一段征

程。“对彗星进行详细探索与研究能帮助科学家更好

地了解太阳系如何形成，加强对原始化学的认识，”欧

洲航天局科学与机器人探索理事会项目协调负责人

法比奥·法瓦塔博士对新华社记者表示。

“罗塞塔”彗星探测器于 2004 年升空，其任务是

在今年追上“丘留莫夫－格拉西缅科”，并将着陆探测

器投放到彗核上，以期探寻有关太阳系形成和生命起

源的信息。如果一切顺利，此次探测将开辟人类着陆

探测彗星之先河。

被“罗塞塔”追赶的“丘留莫夫－格拉西缅科”彗

星，以 1969 年发现它的两位苏联天文学家名字命

名。它是一颗围绕太阳运行的彗星，其彗核直径在 3

到 5公里之间，围绕太阳飞行一圈的时间约为 6年零 6

个月。

“彗星是太阳系诞生初期物质的残余”，法瓦塔表

示，太阳系的所有天体，比如行星、小行星等，均由这

些原始物质形成。对彗星进行详细探索能帮助科学

家了解地球家园乃至太阳系的“身世”。

他介绍，“罗塞塔”探测器赖以运行的能源是太阳

能。从 2011年 6月开始，这颗探测器的运行轨道逐渐

远离太阳。为节约有限的能源，欧航局向“罗塞塔”发

出休眠指令，使其在此后两年半里一直处于深度睡眠

状态。经过长达 31 个月的休眠飞行后，“罗塞塔”的

轨道重新靠近太阳，与太阳的距离缩减至 6.7亿公里，

充足的太阳能已能将“罗塞塔”从沉睡中“唤醒”。

法瓦塔说，“罗塞塔”探测器内有个闹钟系统，它

会在格林尼治时间 20日 10时准时提醒其电脑启动探

测器上的重要部件，将探测器从休眠中“唤醒”，重新

开始运行。

如果一切顺利，“罗塞塔”将于今年 5月抵达目标

彗星附近，在同年 11月向其彗核发射着陆器，实地考

察彗核表面及其表层下的成分、硬度和密度。此后，

着陆器将贴在彗核上，与其一同飞过太阳近旁。

在此期间，着陆器将“亲眼目睹”彗核物质如何在阳

光作用下蒸腾喷发，进而像长发一样飘飞到彗星脑后。

其拍摄的照片将通过“罗塞塔”探测器传回地球，供专家

分析解读。预计，这项探测任务将于2015年12月结束。

“投放着陆器的具体时间将由专家依据‘罗塞塔’

对彗星的详细观测结果而决定，目前预计的大致着陆

时间为 2014年 11月，”法瓦塔说。

法瓦塔还说，“罗塞塔”登陆彗星和中国嫦娥三号

登陆月球有很多相似之处。但差别较大的一点在于，

彗星上几乎没有引力，因此与其说“罗塞塔”登陆彗

星，不如说是与彗星“对接”。在此过程中，着陆器会

向彗核发射特制的“鱼叉”，利用“鱼叉”将自身固定在

彗核上。

近探彗星有助了解太阳系形成
——访欧航局专家法比奥·法瓦塔

文·新华社记者 黄 涵

欧洲航天局的“罗塞塔”彗星探测器在“休眠”了

两年多后，按指令于 20 日苏醒，继续追赶“丘留莫

夫－格拉西缅科”彗星，有望在人类历史上首次绕彗

星飞行并向彗核投放着陆器。

“罗塞塔”于 2004 年发射升空，其任务是追上“丘

留莫夫－格拉西缅科”彗星并实施彗核着陆探测。由

于动力系统不足以将其直接送往彗星，探测器采取借

助地球和火星引力的方法，4次调整速度和轨道，迂回

抵达目标彗星，这一过程耗时 10年。

2005 年 3月，“罗塞塔”首次借助地球引力改变速

度和轨道，并于 2007 年分别向火星和地球“借力”调

整飞行。2009 年 11 月，“罗塞塔”第三次也是最后一

次飞掠地球，借力调速变轨。在此期间，它也对火星

和沿途遇到的小行星进行观测。

2008 年 9 月，“罗塞塔”近距离飞掠小行星“斯坦

斯”，用所携导航相机及光学和红外成像系统对其进

行全方位观测，并将数据传回欧航局。这些数据可以

帮助科学家更深入地了解小行星的成分和形成过程，

充实有关太阳系历史的知识。

2010 年 7 月，“罗塞塔”近距离飞掠小行星“鲁特

西亚”，并传回首批高清照片。观测结果证实，这颗小

行星是个不断旋转的长椭球形天体，其表面布满陨石

坑，说明它曾多次遭受剧烈撞击。

“罗塞塔”使用太阳能。从2011年6月开始，其运行

轨道逐渐远离太阳。为了节能，欧航局命令它在此后两

年半里“深度睡眠”，仅剩加热装置和闹钟系统继续工作。

经过 31个月休眠后，“罗塞塔”的轨道重新接近太

阳。2014年 1月 20日，探测器的闹钟系统依据欧航局

指令，按时启动探测器上的重要系统，使其重新工作。

按计划，“罗塞塔”将于今年 5 月飞抵“丘留莫

夫－格拉西缅科”彗星附近。今年 11 月，“罗塞塔”将

向该彗星的彗核发射着陆器。此后，着陆器将紧紧附

着在彗核上，一同飞向太阳，从而观察彗核物质如何

在阳光作用下蒸腾喷发。预计，此次探测任务将于

2015年 12月结束。

“罗塞塔”质量约 3 吨，装备 10 个科学探测仪器，

将分析彗星的化学成分及其电磁和引力等特性。它

投放的着陆器将在与彗核“对接”后，探测其表面和表

层以下的物质成分、硬度和密度并拍照。这些数据将

通过跟随飞行的“罗塞塔”传回地面。

天文学家认为，彗星由太阳系诞生初期的物质组

成，由于它们自身温度极低并置身于“天寒地冻”的宇宙

空间，因此自太阳系诞生以来，彗星成分几乎不变，对它

们进行研究将有助于揭开太阳系形成的诸多奥秘。

————————————“罗塞塔”彗星探测大事记 ————————————

体温计、血压表、电池、荧光灯甚至化妆

品 ……我们许多离不开的生活用品中都含有

汞，而这些物品如果使用不当或者随意丢弃，都

会造成汞污染。

陈扬表示，对于含汞的日常用品，都有一个

安全使用和回收的问题，对于公众来说，应该做

到购买合格产品，并按照说明安全使用，废旧含

汞物品应按照当地的环保规定进行处理。

他指出，目前由于技术局限，我们尚未对含

汞电池和荧光灯管等进行经济有效的回收，这

就造成一些回收单位虽然回收了废旧电池，但

只是简单堆积，并没有加以利用，这就有可能造

成更大程度的污染。

按照目前管理现状，废旧电池和废旧荧光

灯管可以随生活垃圾丢弃，但陈扬表示，这也只

是由于技术局限造成的权宜之计，他希望有关

部门能够加强对这一领域的关注，引导并集中

力量进行科研攻关，建立安全可靠、技术先进的

回收和处理系统，建立相应的技术经济政策和

保障措施，使“放错地方的资源”尽快发挥作用。

减少汞污染，你能做什么？

1 月 15 日，《自然》杂志刊登文章指出，美

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领导的“溴、臭氧、汞

实验”（BROMEX）研究团队 2012年在美国阿拉

斯加州附近海域发现海面冰层破裂，海水暴露

在空气中，并检测得知海水中的汞元素含量也

有所增加。

研究发现，北极冰面开裂，海水和空气接触

后产生的巨大温差导致汞元素在水面集中，可

能污染整个北极食物链。科研人员表示，冰层

破裂以后会形成冰上通道，使海水暴露在空气

中。对严寒的北极空气来说，温暖的海水就像

沸水一样“滚烫”。二者温差过大，海水蒸发，飘

上大约 400米的高空，就会把空气中的汞元素带

回水面，造成污染。

NASA表示，北极大气中几乎全部来自热带

地区，森林大火、煤炭燃烧和金矿开采产生的汞

元素都以气体状态来到北极。过去十年来，北极

冰面更薄、更脆弱，冰上通道越来越多，海水和空

气的接触也随之增加，汞污染的局面正在加剧。

科研人员表示，至今已有 94 个国家签署了

旨在防治汞污染的《关于汞的水俣公约》，公约

中也专门提到北极的汞污染问题。

新闻缘起
冰面消融导致北极汞污染加剧

“北极几乎没有汞排放，却正深受汞污染，

受影响最严重的就是北极的海洋食物网，因纽

特人不得不为避开可怕的汞而改变千百年来的

饮食习惯。每年大约有各 100 吨汞分别通过大

气、海洋环流到北极，北冰洋海水每年约积聚 25

吨汞……”

这是 2013年一位参与了北极考察的上海中

学生的笔记，在一次关于北极地区汞污染的研

讨会上，她记下了上面的文字。

汞俗称水银，熔点零下 38.9℃，是唯一在

常温下呈液态的金属。在几千年前，人们就已

经开始了解汞利用汞了，我们的祖先从朱砂中

提取汞，用做药物、染料等，汞还能够从金沙中

溶解出黄金，因此汞是古代炼金术士研究的最

重要的元素。有人形容，虽没有黄金的辉煌，

没有白银的高贵，但汞的身影闪烁着阴冷的寒

光，带着诡秘的杀气，穿越了人类文明发展的

各阶段。

与人类活动紧密联系的汞为什么会出现在

人迹罕至的北极？这还要从汞的特性讲起。

长期关注汞污染的中科院高能物理所副研

究员陈扬解释，由于汞的熔点低，常温呈液态，

很容易蒸发到大气中，并且它在大气中的停留

时间长达几个月甚至一年，汞蒸气可随空气流

在全球范围内长距离迁移。汞也是重金属中唯

一能够以气态形式作长距离传输的全球污染

物。因此，远离污染源的生态系统也会受到汞

污染的威胁。这些气态的汞最终随着雨雪等发

生沉降，并在当地甲基化、进入生物圈、沿食物

链富集。这也意味着，即使是汞排放量极少的

国家和地区，也可能遭受汞污染的危害。

陈扬说，全球大洋有稳定的洋流系统，大气

又有稳定的环流系统，在上述两个系统的共同

作用下，人类排放的汞被扩散到全世界各地，从

高山到地下水，到处都有汞的存在，当然也包括

曾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后一篇净土的极地地区。

聚焦北极·汞
北极的汞从何而来？

2013 年 5 月，有学者在《自然》杂志上发表

文章称，研究发现一种隔离生存的北极狐种群

仅仅以海洋动物为食，而现在似乎受到汞中毒

迫害。

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生活在俄罗斯白令

海峡科曼多尔群岛的一个北极狐亚种数量开始

减少，从以往的 1000 多只变到如今的不到 100

只。研究者们希望发现狐狸种群数量下降的原

因。在排出了寄生虫病害原因后，科学家发现，

真正导致北极狐生存危机的原因有可能是来自

它们食物中的汞。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资料显示，由于汞的

长距离传播，在远离所有大型汞排放源、位于北

极附近的地区，海鱼中均被检出有极高含量的

汞，严重威胁着以海鱼为主要食物的生物，包括

生活在那里的人类在内。

专家解释，汞降落在海洋，会被海洋中的

浮游生物分解，而小鱼以浮游生物为食，大鱼

以小鱼为食，这样通过食物链的层层传导，到

了海洋大型哺乳动物和大型鱼类这一层，汞的

富集程度已非常高。人一旦食用这些鱼类，最

终可能导致中毒现象，产生不可逆的永久损

害，并且这种损害已经在北极生活的一些物种

上“应验”。

谁在承受“汞污染之痛”？

2013 年 10 月，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主办的

“汞条约外交会议”在日本熊本市表决通过了旨

在控制和减少全球汞排放的《水俣公约》。包括

中国在内的 87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共同签署了

该公约，呼吁全球开始行动起来，携手减控汞污

染。

上世纪 50 年代，日本化工厂将大量含汞废

水排入水俣湾，导致当地数千乃至上万居民因

为甲基汞污染环境而大脑受损。这一事件耗费

了数十年时间才最终解决。为了警醒世人，汞

中毒导致的疾病就命名为“水俣病”，而此次联

合国限制汞排放的协定也被称为《水俣公约》。

这是世界范围内第一份限制汞排放的公约

中规定：2020 年前禁止生产和进出口的含汞类

产品有：电池，植入性医疗器械所使用的钮扣电

池除外；开关和继电器；某些类型的荧光灯；肥

皂和化妆品。2020年前应逐步淘汰某些非电子

医疗设备，如温度计、血压计。与会代表还同意

逐步减少汞合金牙齿填充物的使用。

关于工业排放，公约认为，小型金矿和燃煤

电站是汞污染的最大来源。各国应制定国家战

略，减少小型金矿的汞使用量，并在条约生效后

三年内，减少甚至禁止这些企业在生产过程中

使用汞。公约还要求，控制各种大型燃煤电站

锅炉和工业锅炉的汞排放，并加强对垃圾焚烧

处理、水泥加工设施的管控。

另外，公约还针对高危人群的保护作出具

体规定，如加强卫生保健专业人员的培训，提高

医疗服务水平，更好地诊断与治疗与汞危害相

关的疾病。

有国内学者表示，《水俣公约》签订后，将会

给那些用汞化合物作催化剂的化工企业和有色

金属冶炼企业带来一些影响，从积极的方面看，

他们将加速科研进展，尽早地获得汞化合物的

替代品，从而使产业更新，也会推动我国在这方

面研究的进展。

我们在行动
《水俣公约》全球禁汞的破冰之举

电影《阿凡达》中的发光植物为我们打造了一副绚丽、梦幻的外形

世界景观。现在，这种会自发光的植物已经被科学家从大荧幕带到了

现实生活当中。

来自媒体报道显示，美国科学家近来利用生物基因技术成功培育出

了名为“星光阿凡达”的发光植物，其甚至可以代替灯泡来为房间照明。

据培育这种神奇植物的美国 Bioglow 公司代表介绍，“星光阿凡

达”是世界上第一种发光植物。研究者对花烟草盆栽植物进行了基因

改良，将海洋发光细菌 DNA 引入花烟草叶绿体中，使其能够在不借助

任何涂料或是紫外线照射的情况下自然、主动的持续发光。

研究者强调，正因为“星光阿凡达”的发光机制来自自身，因此在其

2至 3个月的生命周期内都会持续发出光亮，这种光亮虽然没有电灯那

么强烈，但也足以让人轻松看清黑暗中的东西。

阿凡达

发光植物成真

可替代电灯

它是每一个人都想得到的詹姆士-邦德式的小装置。这种能让你

在水下顺畅呼吸的循环呼吸器帮助邦德从一些非常棘手的困境中解脱

出来。现在韩国的一位设计师从这种电影中的间谍装置中获得灵感，

打造出一种概念小装置，据称，它能立即把用户变成“人鱼”。

1月 21日，据国外媒体报道，这种被称之为 Triton的面罩就像鱼鳃

一样，能从水里萃取氧气，因此用户可以在海下长时间呼吸。虽然它可

能没有循环呼吸器那么灵巧，但是提出这个概念的设计师云-叶昂

（Jeabyun Yeon）认为，它将会改变人们靠近水体的方式。为了使用

Triton，游泳的人需要咬上一个塑料封口件。从这个潜水面罩的两侧

延伸出来的臂状结构，随后将会像高效鱼鳃一样源源不断地为用户提

供氧气。臂状物上的鳞片结构遮掩了材料上用来把水吸入的小孔。它

里面的腔体把氧气分离出来，并释放出液体，这样用户就能在海洋中自

由呼吸，非常舒适。

韩国研制

邦德式潜水装备

把人变成鱼

美国加利福尼亚，一台既能在天空中飞行又可在陆上奔跑的车型

在美国研制成功。

据媒体 1 月 15 日报道，这辆“车”名叫“Black Knight(黑骑士)”，它

既具有直升飞机垂直起降的功能，又具备越野车在陆地奔跑的能力。

研制它的是一家位于加州的公司，因为研制的名为 AT 变压器的技术

实现了直升机的能力，比如随时随处起飞和降落，配合以越野车的技

术，使这一研制满足了美军随时运送伤员或输送物资的需要，又因为它

可以实现无人驾驶和远程操控，同时避免了执行任务时飞行员的危险。

“黑骑士”拥有把个螺旋桨装置，每侧四个，起飞时它便会展开，降

落后它便收回。这项变压器技术技术于 2010开始研制，在近期完成了

第一次驾驶考试，定于 2014年试飞。

美公司推出

可飞行陆空

两用越野车

2013年 5月，有学者在《自然》杂志上发表文章称，
研究发现一种隔离生存的北极狐种群仅仅以海洋动物
为食，而现在似乎受到汞中毒迫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