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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看台

地球之外是否存在生命？如果有外星人，他

们什么模样？文明达到何种程度？为了寻找这

些问题的答案，人类早在 1962 年就开始通过无

线电监听来搜寻外星文明，然而到目前为止还没

有掌握外星文明存在的确凿证据。

不过，争议和质疑没有动摇科学家的信心。

近日，美国航天局（NASA）科学家宣布将在 20年

到 30年内发现外星生命。这个消息让人非常兴

奋。那么，目前科学家采用哪些新技术和新思路

来寻找地外文明呢？

寻找地外文明寻找地外文明
地球人也是蛮拼的地球人也是蛮拼的

■趣图

本周，在香港电子展上，这种名为哈姆的类人机器人以其丰富的

系列表情吸引了人们的目光。

这颗脑袋由美国机器人设计师大卫·汉森设计, 他能回答一些

基本的问题，可以运用在医疗仿真场景下。这颗脑袋采用柔软的

Frubber材料，利用软体机械工程学和纳米技术制作而成。他的脸上

有逼真的毛孔，直径约为 4纳米到 40纳米（1厘米有 1千万个纳米）。

使用一种特定软件，机器人可以识别人们的脸部表情，并用一种

自然的方式进行回应。据汉森机器人网站介绍，这种类人机器人实

际上能看到人们的脸，跟人们进行眼神交流，听懂人们说的话并用

“诙谐的语言”进行对话。

有表情机器人
与人眼神交流
能诙谐对话

据国外媒体报道，在南极洲，科学家监听到神秘的“歌声”，被称

之为“南极 BW29”，可能出自一种此前未知的新种鲸鱼之口。

监听到神秘叫声之后，他们便对其进行分析，发现这种叫声并非

来自于已知的突吻鲸种群，真正的主人成谜。这一分析结果让科学

家意识到神秘的“歌声”可能由一种新种突吻鲸所唱。

突吻鲸是第二大鲸类家族，但科学家对它们却知之甚少，主要原因在

于它们在水面停留的时间很短，很难对其进行研究。地球上共有22种突

吻鲸，每一种都是难以捉摸的“深潜者”。突吻鲸利用自己的“歌声”导航。

通常情况下，科学家也只能通过它们的“歌声”确定它们的存在和种类。

南极发现
神秘歌声

或新种鲸鱼所唱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人类

还没有找到外星文明存在的证据。

不过，人们仰望星空的热情丝毫不

减。近日，美国航天局科学家乐观

地表示，随着探测技术的进步，未来

二三十年内会发现外星生命。

文·本报记者 刘 恕 综合报道

4 月 24 日，哈勃望远镜迎来了 25 年的服役

历史。启动一个新的寻找生命的继任者是送给

它的最合适的生日礼物，一名管理哈勃望远镜的

主要研究人员如是说。

哈勃望远镜是美国宇航局和欧洲太空局的

联合执行项目，于 1990 年 4 月 24 日搭乘发现号

航天飞机发射进入太空。1993 年，哈勃望远镜

的光学部件出现了严重问题，宇航员通过太空行

走进行了一次维修任务。至今，哈勃望远镜改变

了天文学家对宇宙的理解，同时给世人带来了一

大批壮观的宇宙照片。

位于巴尔的摩市的太空望远镜科学研究院

是哈勃望远镜科学项目的执行机构。“在我看来，

财政预算下一个优先支持的项目应该是寻找太

阳系之外的生命，”该研究院的天文物理学家马

里奥·里维奥说，“这依靠于一个新的强有力的太

空望远镜，它应该能够在系外类地行星的大气层

中识别出生命特征。”

哈勃望远镜退役后，继任者是 NASA耗资 88

亿美元建造的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JWST），

将在2018年发射。据悉，韦伯望远镜的轨道距离

地球大约 150万公里（932000英里），这里的轨道

环境有助于望远镜对宇宙展开观测，科学家还希

望韦伯望远镜寻找太阳系附近的宜居行星。

除此之外，NASA 还正在研发更新的太空望

远镜，任务名称为“广域红外勘测望远镜/天文物

理学焦点望远镜”（WFIRST/AFTA）。如果进展

顺利有望在 2024 年左右发射，搜寻生命特征仍

然是这个任务的主要目标之一。

然而，马里奥·里维奥的志向更大：他设想的

太空望远镜主镜面翼展大于 12 米，观测锐度高

达哈勃望远镜的 25倍。“这样一个强大的望远镜

能够观测足够数量的系外类地行星，提供研究外

星生命的有效统计样本。”马里奥·里维奥在《自

然》杂志的评论中说，大约 50个系外行星将会被

探测。

太空望远镜：守望你的天空

寻找太阳系外生命的研究队伍迎来了新队

友：NASA 的气候学家。在研究了 30 年的地球

之后，NASA 戈达德太空飞行中心（GISS）的研究

组将开始用地球的全球气候模型来对可能宜居

的系外行星上的气候环境进行模拟。

据《环球科学》报道，4月 20日 NASA 在华盛

顿举行的一场会议上提出了一项涵盖范围更广

阔的计划来识别类地行星，而使用气候学研究系

外行星，正是这一计划的一部分。

NASA的开普勒太空望远镜通过观察行星在

“凌星”（即经过其围绕的恒星前面）时遮挡星光的现

象，已经锁定了超过1000个系外行星，其中至少有5

个行星与地球的大小相似，并且位于宜居带，可以存

在液态水。而下一步，就是通过探测穿过这些行星

大气的光，来了解这些遥远世界的环境。

“我们不能只用行星科学的思维方式来考虑

这些问题了，”领导着 GISS研究的气候模型专家

戴尔·杰尼奥如是说，“好像突然之间，寻找系外

行星就不仅仅是天文学家的事情了，变成了行星

科学家的事情，现在又变成了气候学家的事情。”

在戈达德太空飞行中心，研究团队已经开始

对主要的地球系统气候模型进行重新设计了。

他们在梳理源代码，找出跟地球相对应的简单参

数，比如一天 24 小时或公转周期 365 天，并把它

们换成另外的参数以适应不同的行星系统。初

始的模拟会集中针对于早期的地球和金星、火星

的形成过程，虽然这些环境都无法支持生命，但

至少它们当时表面都能容纳液态水。

该团队的最终目标，则是找出决定一个行星

是否能够支持生命的关键要素，将它们进行组合

与匹配，最终找到“宜居带”的确切概念。将这些

关键要素放入系外行星模型中，研究人员就能创

造出可能宜居行星大气的光谱数据库，便于天文

学家进行观察和筛选。

气候学家：冷暖知你心

近日，美国天文学家成功研制出一种利用红

外线信号寻找外星人的新型武器，希望在不远的

将来能带来地外文明存在的消息。

据报道，这一新型探测器的最大亮点在于可

成功捕捉红外线信号。在宇宙空间中，相较于可

见光，红外线可以穿透更长的距离，因而这种新

的探测器可以探测到数千光年以外的星体。

据悉，此次研制的红外线探测器是 1984 年

设立的地外文明搜寻计划（SETI）的一部分。目

前，该探测器已在加州大学的里克实验室安装完

毕，并在 3月 15日观测到第一束红外线。

研发团队成员、SETI 组织的创建人德雷克

说，这是地球人第一次以毫微秒级别的红外线探

测器来观测宇宙空间。“红外线脉冲信号很强，只

需要一台小型望远镜就可以接收这些信号。小型

望远镜可提供更多观测时间，帮助我们观测更多

星体，提高成功的几率。”但德雷克同时也提到，这

种新型设备有一个缺点：地外文明发射的红外线

信号需要朝向探测器的方向，才能被探测到。

据介绍，诺贝尔奖获得者、加州大学伯克利

分校的科学家查尔斯·托恩斯，曾在 1961年首先

提出利用红外线来探测外星人的设想。相比较

早前的光学探测器，这种新型探测器可捕捉到更

多种不同的光学信号。科学家们已推测出某些

地外文明可能发射的信号类型，可对接收到的信

号进行细致分析。

红外线：千万里追寻着你

不同生物具有不同的反射光信号，如果我们

收集到系外生命的反射光，就可以勾勒出遥远星

球的可能模样。

美国科学家近日提出了一种可寻找外星生

命的方法，他们通过对地球上 137种不同生物的

反射光进行了研究，发现可以利用生物反射光来

寻找地外生命。比如我们从轨道上观测地球上

的绿色植物，能够收集到来自这些物质的特殊光

谱信号，大量的绿色植物一旦出现在系外行星

上，我们就有望发现它们。科学家认为，使用该

方法还可以发现地外天体是否存在生物多样性，

如果反射光信号复杂且数量庞大，那么可以推测

这颗系外行星上拥有多个种类的生命。

通过反射光来研究地外生命并且确定外星

生命的化学组成和生命特点，这一技术已经被科

学家用于对地观测的研究之中。来自加州大学

的空间技术和遥感科学家对地球上 137 种不同

物种进行了详细观测，寻找出它们各自的生物特

征，从轨道的角度看，它们能够反射出不同的“生

物信号”。到目前为止，科学家寻找外星生命的

方法仍然倾向于间接法：寻找来自生命活动的物

质，比如探测系外行星大气中的甲烷信号等。

如果一颗系外行星存在丰富的物种，那么我

们可以在其光谱中分析出特别的生物指纹，这就

像外星人从遥远的宇宙空间观测地球一样，它们

也会发现地球上拥有大量的绿色植物，地球上大

量的树木和其他植物的反射光都会进入外星人

的望远镜。科学家认为有生命的星球应该具备

特殊的化学指纹，不同类似的微生物也拥有不同

的化学指纹。天文学认为，如果我们能够收集到

拥有生命的系外行星数据库，就可以勾勒出这个

世界的模样。

生物反射光：刻画你的样子

据国外媒体报道，长久以来，温暖的阳光便

被视为地球生命繁衍生息的一个关键要素。但

天文学家表示没有恒星光线照射的流浪行星仍

有可能存在生命。

法国波尔多天体物理学实验室的天体物理

学家肖恩·雷蒙德对生命如何在流浪行星上形

成进行了研究。他在《万古杂志》撰文指出：

“如果想孕育出生命——至少与我们类似的生

命——一个自由飘浮版地球需要存在液态水。”

行星需要保持合适的温度才能形成液态水，在

没有恒星光线照射情况下，形成液态水所需的

热量一定来自于行星内部。雷蒙德表示：“流

浪行星地表的冰层可起到高性能隔热层的作

用，锁定行星内部的热量。如果冰层拥有足够

的厚度，行星的冰层下方可形成一个液态水海

洋。”根据雷蒙德的计算，这个冰层的厚度至少

要达到 10 公里，才能在数十亿时间里保持冻结

状态。

雷蒙德表示除了内部热量外，流浪行星保持

“体温”的另一种方式是借助厚重的大气层。他

说：“一颗自由飘浮版地球如果拥有氢气稠密的

大气层，其表面温度可达到零度以上，允许地表

形成湖泊和海洋，进而孕育出生命。”

流浪行星很难发现，原因就在于它们不环绕

恒星运行，几乎不反射任何光线。过去 15 年时

间里，科学家共发现 50颗流浪行星。

———— 最新进展 ————

科学家称流浪行星或存在生命

左图 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将运行在
距地150万公里的轨道上，帮助科学家寻找太
阳系附近的宜居行星。

右图 电影《外星人E.Ｔ.》

据外媒报道，美国西北部俄勒冈与华盛顿州的海边，近日有大量水母

被冲刷上岸。报道称，蓝紫色、透明状、黏糊糊的东西布满海滩，看得让人

浑身起鸡皮疙瘩。

这种被称为“帆水母”的水中生物，偶尔会在春天大量出现在海边。

顾名思义，它们身上有一副类似船帆的鳍，通常可以让它远离海岸。不过

海上风太强时，它们就会被吹得身体打转，失去控制方向的能力。

其中，被称为“紫色水手”的帆水母，通常无害，不过专家警告还是不宜用

碰触过水母的手揉眼睛或接触嘴巴，也切勿光着脚踩踏刚刚上岸的水母。

美国西北海岸
大批水母“登陆”
专家警告勿碰

曾几何时，科幻电影《哈利·波特》中会动、能

发声的“魔法报纸”令人羡慕。随着移动互联网

的普及，这一幕已成现实，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手

机等移动设备获取知识。

最新数据显示，自去年起，我国数字化阅读

比例已首次超过传统阅读。但相比于传统出版

物，移动互联网上发布作品门槛很低，各 App 终

端读物质量整体偏低、内容鱼龙混杂。专家呼

吁，“数字时代”阅读更需优质读物的引领，传统

出版业的步子不妨迈大一点。

数字阅读产业呈井喷式发展
在很多城市的地铁、城市公交上，拿着手机、

kindle 等移动终端设备进行阅读已成为街头的

一道新风景。

运营阅读类微信公众号“理想国”的戴先生

曾专门发布过“地铁阅读系列”的影像。他发现，

在地铁非常拥挤的时候，尽管多数人低头看手

机，但依旧有人捧着纸质书在埋头阅读。

专家认为，电子书携带便利方便，是很多人

放弃传统阅读的原因。在日本，有一种用 A6 纸

印刷的“口袋书”，这种轻便设计使得人们可以在

上下班的公车和地铁里见缝插针地阅读。但在

我国，这种“口袋书”几乎难觅。

成立于 2010 年的中国移动手机阅读基地，

累计培养了 4.2亿用户。该机构发布的数字阅读

白皮书认为，数字阅读产业呈现集中化、多元化

趋势，并在近 5年进入了井喷式发展时期。

据 App“当当阅读”后台统计，用户的阅读时

间段主要集中在早 8点、中午 12点和晚 8点时间

段，不少人利用吃饭、上班路上的时间用来阅读。

数字阅读存在“低龄、低质、低俗”现象
调查显示，2014 年中国成年国民图书阅读

率为 58％，数字化阅读接触率为 58.1％，数字化

阅读比例首次超过传统阅读，其中手机和微信阅

读的增长最显著。不过记者发现，虽然移动终端

阅读的图书不乏主流的优秀作品，但整体上看存

在“低龄、低质、低俗”的“三低”现象。

记者打开 App“小说阅读网”的“销售金榜

上”发现，排名前四位的小说依次为——《总裁一

抱好欢喜》《攀上漂亮女院长》《嚣张小王妃》《恶

魔总裁宠上瘾》。在中国移动手机阅读基地“和

阅读”上，排名靠前的同样也是玄幻、言情类文学

作品。

相比之下，一些主流优秀作品较难通过“高

点击率”推荐的方式进入人们视线，只能通过手

动方式搜索。少数手机 App 为这些作品开辟了

专栏推荐，但绝大多数 App都将它们淹没在各种

宫斗文、富豪文、穿越文当中。

业内人士指出，互联网上充斥的大量媚俗

“眼球作品”，抢夺了一定市场份额。如果追求

短平快的发展，会对内容创作产生反作用，让

作家失去静下心来创作的心境。外研社社长蔡

剑峰表示，新媒体不应成为低质内容的聚集

地，应该让经典优质内容与新媒体相互激发、

相得益彰。

“数字阅读”亟待传统出版业加盟
记者注意到，一方面，由于国内对电子书的

付费意识没有较好地培养起来，网络盗版屡禁不

绝，传统出版业对“电子化”十分谨慎；另一方面，

面对移动互联网的冲击，它们又不得不尝试触

“网”以适应时代变化。有专家建议，传统出版业

步子不妨迈大一点。

北京三联书店有关负责人介绍，三联正在积

极推进“纸电同步”，未来将实现所有拥有电子版

权的纸质书，在出版同时同步推出在线电子书。

三联书店于 2013 年进军“电子书”领域，2014 年

的销量较起步时翻了七八倍。

安徽省出版集团董事长王亚非说，目前探

索了“时光流影”自出版平台，帮助读者记录个

人时光的同时，自动排版，按需印刷，充分满足

个性化需求。他认为，数字阅读是互联网时代

的大势所趋。

一些阅览场所也开始完善基于互联网技术

的公共服务。江西省图书馆于 2014年开通数字

图书馆体验中心，引进一批电子阅览设备，拥有

多达 90TB 的丰富数字资源。馆长周建文认为，

在“数字阅读”的时代，人们更需要图书馆、出版

社、实体书店等机构提供主流读物的阅读引导。

“信息不等同于知识。”周建文强调，互联网

时代人们更需要精品读物。 （据新华社）

当阅读遇上“数字时代”
文·赵琬微 袁慧晶

■资讯

科技日报讯 （记者林莉君）4 月 23 日是世界读书日。记者从数

字图书分发平台——掌阅科技获悉，他们已独家冠名当日央视“2014

中国好书”盛典，并在同时间段免费送出百万册的入围“中国好书”，

助力全民阅读。

随着智能手机等终端的普及，移动阅读市场的需求呈爆发趋

势。2015年这股趋势正越来越猛。据刚刚发布的“第十二次全国国

民阅读调查”显示，2014 年 51.8%的成年国民进行过手机阅读，较

2013年上升了 23.6%。

在全民阅读的大潮下，掌阅科技也看到了自己的机会。作为一

款阅读 App，掌阅 iReader 在图书的质量、新书更新速度等多方面都

远超同类对手。为了让用户有更好的阅读体验，掌阅组建专门的新

阅读团队，对出版社的原始版出版物进行重新多媒体排版，最终成稿

的精排版电子书都是图文混排，并实现了声音、视频的插入。

掌阅科技 CEO 成湘均表示，凭借 6 年多的专注，掌阅已积累了

4.8亿用户，1500万的日活跃用户。目前拥有畅销、生活、文学等类别

的优质图书数字版权 35 万册，2014 年发行 10 亿册。为打造出具有

世界级竞争力的数字阅读平台，他们将在未来 3 年内投入 10 亿元采

购图书版权。

世界读书日送书百万
掌阅助力全民阅读

科技日报讯（吴专 滕继濮）“我们项目的墩身采用‘淋浴’了，经

济、环保、适用、美观，还省事。”4 月 16 日，中铁四局广（州）清（远）城

际铁路 1标（五公司代局指）二分部采用的全自动墩身“淋浴”养生施

工法在全线推广使用，参与此项工艺研发的技术主管刘亚林津津乐

道地谈及此事。

广州地处亚热带气候，天气炎热，墩身混凝土强度上不去，如不

及时采取有效的养生方式，极易造成墩身报废。广清二分部墩身类

型为“倒花瓶”式结构，采取传统的水管喷水，塑料膜包裹式养生方

式，因墩身中部有凹槽，势必导致包裹不密实，从而达不到养生效果，

新型的涂刷养生剂养生方式又因成本高，并且涂刷完易造成结膜，影

响墩身外观，不适应该部墩身养生。

针对以上实际情况，受家用淋浴喷头启发，该部在全线创新推出

了“淋浴”式养生法，该工艺首先在PVC管上钻孔，将PVC管按照墩顶

形状弯曲成圆弧形，安装固定至墩顶，然后在墩底四周制作一个环形

的截水沟和一个蓄水池，并用水泵连接。与传统的养生法相比，淋浴

养生过程为全自动24小时养护，一劳永逸，养生效果好、减少了人力资

源、设备投入，大大节约了用水量，经济又环保，保证了墩身质量。

全自动墩身“淋浴”
养生施工法广清全线推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