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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探测外星生命是相当困难的，却也并非无迹可寻，对
行星大气层的观测，为人类寻找外星生命开启了一扇窗……

文·本报记者 刘晓莹

随着土卫六泰坦上南半球冬天的临近，一场规模巨大的极地涡

旋正在逐步形成之中。

卡西尼号探测器近日在土卫六的平流层底部和中部之间发现了

大量冰云。该探测器此前拍摄的图像显示，有一大片云在土卫六南

极上方约 186 英里(约合 300 公里)处盘旋，但这还仅仅是冰山一角而

已。最新发现的冰云系统规模比此前发现的要大得多，且位于其下

方，最高处海拔约为 124英里(约合 200公里)。

该研究项目的带头人表示，这片云的范围跨越了足足 5 个纬度

(在南纬 75 度至南纬 80 度之间)，换算成长度在 150 英里左右(约合

240公里)。

它由卡西尼号上的复合红外分光计(CIRS)所发现。研究人员认

为，它的密度较低，类似于地球上的雾，但可能有着平坦的上边界。

过去几年间，卡西尼号探测器有幸观察到了土卫六南极附近从

秋天到冬天的过渡阶段——这是人们首次利用宇宙飞船看到土卫六

上冬天的开端。

由于按照地球历法来算、土卫六的每个季节都长达七年半之久，

等到卡西尼号探测器于 2017年结束其任务时，土卫六的南极地区仍

将处在冰封的冬季。

今年 11月 11日，安德森在于马里兰州美国国家海港举办的美国

天文学会行星科学部门年会上公布了这些研究结果。

研究人员发现，土卫六南极上空冰云的形成方式不同于地球上

雨云的形成方式。

对于后者而言，从地表蒸发的水蒸气在上升至对流层时，会与冷

空气相遇。如果在其所在高度上，气温和气压都达到某一合适的程

度，水蒸气就会凝结成云。土卫六上的甲烷云就是以类似的方式形

成的。

然而，土卫六极地上空的云所处海拔要高得多，且形成方式有所

不同。大气循环将较暖一侧半球极地上空的气体输送到较冷一侧的

半球极地上，这些温暖的气体会随之下沉，就像浴缸中的水从出水口

漏出去一样。下沉的空气由烟雾状的碳水化合物和腈类物质组成，

在下降过程中，温度会变得越来越低。由于不同的气体凝点不同，形

成的云便分成了若干层。

卡西尼号探测器于 2004年首次到达土星，当时土卫六的北极正

处于冬季中旬。由于北极地区现已过渡到了春季，所以上空的冰云

已经消失了。而与此同时，南极地区上空正在形成新的冰云。这说

明土卫六的全球大气循环方向已经发生了改变。

极地上空冰云的大小、高度和成分将帮助科学家更好地理解土

卫六上冬季的特性和严峻程度。

从卡西尼号之前拍摄的冰云中，科学家推算出，土卫六南极的温

度至少为零下 238 华氏度(约合零下 150 摄氏度)。而这片新发现的

冰云位于平流层下层，所处温度比南极点更低。其中的冰粒由多种

元素组成，包括氢、碳、氮等。

而南极上空冰云中表现出的明显特征证明了一点：在土卫六上，

冬天开始时比结束时要严酷得多。

土卫六在太阳系中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因为它有着稠密、由氮气

和甲烷构成的大气，从某些方面来说，和地球有些相似，但从另外一

些方面来说，又与地球大相径庭。

它的地表温度约为零下 300华氏度(约合零下 180摄氏度)。从质

量上来说，其固体部分的一半都由水构成。作为类地行星，地球表面

覆盖着一层由岩石组成的地壳，而土卫六的表面则主要覆盖着冰层。

和地球一样，土卫六也有着季节的变换，不过每个季节都会持续

七年半之久。2009年度过昼夜平分线之后，土卫六的南极地区便进

入了极夜中，彻底为黑夜所笼罩。

对于人类来说，我们自己的月球已经够难造访了，而至于土卫

六，研究人员认为，它很可能将任何来客杀个片甲不留。

（据新浪科技）

土卫六南极上空

发现巨大冰云

科技日报讯 （记者段佳）11 月 5 日，山东省

威海普益船舶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获颁中国船级

社（CCS）废气清洗系统原理认可证书，这使得

普益成为亚洲首家船舶废气清洗系统专业供应

商，也是全球首家生产制造“镁基法”船舶废气

清洗系统的企业，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中

国船级社认为，这标志着中国船舶脱硫技术打

破西方垄断，为实现中国海洋强国梦想又前进

了一步。

据威海普益船舶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张健介绍，该公司是以从事船舶新型环

保设备研发、制造为主的高新技术企业，致力

于业界最前沿的船舶废气脱硫技术研发与应

用开发，是亚洲首家生产制造船舶废气脱硫

设备的企业，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也是全

球首家生产制造“镁基法”船舶废气清洗系统

的企业。

“中国船级社（CCS）认可证书的颁发，标

志着我国船舶废气清洗系统正式获得了进入

国际国内市场的许可。”中国船级社青岛分社

处长胡光富表示，“这一高科技项目的投产填

补了我国在船舶废气排放控制领域的空白，打

破了同类技术的西方垄断局面，达到了世界领

先水平，使得我国船舶航运在环保升级方面不

会受制于国外厂商，对绿色环保将产生深远的

影响。”

威海普益船舶脱硫技术获得亚洲首张通行证

科技日报讯 （庶几 文天）11 月 14 日，北京

第一家沉香博物馆在崇文门一处静谧的四合院

落成开馆。

据介绍，沉香博物馆的展品是中国市场学会

沉香行业专业委员会主任沈楚轩先生的收藏,是

近数百年间沉香的真实遗存,以及经艺术家之手

创作的精美的沉香古木艺术品。

沈楚轩先生，早年即与香结缘，从种植到收

藏方面均独具慧眼，且机缘巧合地获得了大量上

等好香。他在对沉香认知和感悟不断加深的同

时，把普及沉香知识、传播沉香文化的惠民事业

立为己任。为此他出巨资、倾所有，开设了沉香

博物馆。

据了解，由于人们乱砍滥伐等原因，目前沉

香资源已近于枯竭，假货泛滥。沈楚轩认为，普及

沉香知识，既有利于人们认识沉香，打击制假贩假

行为，也能提高大家爱护沉香资源的自觉意识。

沈先生表示，筹建沉香博物馆是埋藏在他心

中很久的愿望，他为此还建立了野生沉香树培植

保护基地。

首都沉香博物馆开馆科技日报讯 （记 者林莉君）由 中 国 标 准

化研究院等单位主办的“2015 年绿色设计与

制 造 技 术 及 标 准 国 际 交 流 会 ” 近 日 在 京 举

行。记者从此间获悉，我国将选取基础好、风

险小的产品开展绿色设计产品评价试点，力

争到 2020 年，通过试点制定发布百项绿色设

计产品评价标准，推动建立绿色生产方式和

消费模式。

国务院印发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

案》中要求建立统一的绿色产品体系，统一的绿

色产品标准、认证、标识等体系。绿色设计产品

评价试点采用生产者自愿申请，中国标准化研究

院统一组织各行业机构、第三方分别进行审查的

办法。生产者依据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有关国家

标准或由工业和信息化部认定的、中国标准化研

究院统一发布的绿色设计产品评价联盟标准对

自有产品进行符合性评价，对符合标准要求的产

品自愿提出评价试点申请。

工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依据标准

评价发布一批绿色产品名录，以点带面，建立各

方合作机制，提升工业产品国际竞争力；力争到

2020 年，开发推广万种绿色产品。同时加大政

策支持力度，进一步完善绿色产品政府采购和财

税支持政策。

我国将开展绿色设计产品评价试点

科技日报讯 （记者赵英淑）16 日，第九届

“北京—意大利”科技经贸周在北京开幕，将举办

包括智慧城市、生物医药、智慧交通、新一代信息

通讯在内的 9场圆桌会议，旨在搭建信息、人才、

项目国际化合作交流平台。

开幕式后，举办了“促科技与双创融合——

以创新培育发展新动能”研讨会。中意双方 7位

嘉宾，围绕如何营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创

业环境这一主题发表精彩演讲。“伽利略的启

迪——科学思想与科技文化的普及与传播”研

讨会同时举办，特邀请到包括意大利大学科研教

育部伽利略研究领域专家朱塞佩·马鲁奇、北京

天文馆馆长朱进在内的 9位嘉宾，共同探讨普及

科学思想，塑造科技文化新理念、新思路和新方

法，促进国际科普资源共建共享。此外，活动周

还将举办中意青年创业者沙龙、企业展览展示及

“B2B”洽谈等形式多样的对接交流活动，促成中

意双方全方位合作。

2015 年“北京-意大利”科技经贸周由北京

市科协、北京市商委、中关村管委会与意大利大

学科研教育部、坎帕尼亚大区政府共同主办，北

京科技咨询中心、意大利科学城等承办。

第九届“北京—意大利”科技经贸周开幕

“行星大气层是包裹在行星体外围的各种气

体的总称。”胡永云说，“决定行星是否拥有大气

层的因素有很多，其中，行星本身的质量是一个

重要的因素。”

他介绍说，大气是因为重力关系而被吸附在

行星周围的，如果一颗行星的质量太小，它就很

难吸附气体分子，因此，并不是所有的行星都有

大气层。“比如质量仅有地球质量 11%的火星，其

大气压大约只有地球的 1%，一般认为，火星的质

量太小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因为没有足够的引

力作用，空气分子容易逃逸”。胡永云说，“再比

如水星，它几乎就没有大气层，或者说它的大气

层极其稀薄。如果把地球的大气压比作 1，那么

水星的大气压只有 10—15。这一方面是因为水

星的质量太小，另一方面是由于水星距离太阳又

太近，因此太阳风对其大气层的剥蚀作用也太

大。”

“而体积、质量都与地球较为相近的金星，它

的大气压力则是地球的 90余倍。”胡永云说。

他表示，人类在探索可能“宜居”的行星时，

不可能也没有条件到每一颗星球上去探测，而大

气成分却可以通过天文观测手段来进行探测；因

此，探测行星的大气成分是初步判断行星上是否

有生命存在的一种间接方法。

据 胡 永 云 介 绍 ，目 前 科 学 家 已 发 现 了 近

2000 颗太阳系外行星，其中 20—30 颗被认为是

有可能宜居的，“那么这些行星就是人类在寻找

‘宜居’星球时的重点探测对象。”胡永云说。

大气层并非行星“标配”
探测行星的大气成分，是初步判断这颗行星上是否有生命存
在的一种间接方法

判断一颗行星是否有大气层后，接下来就

要分析大气成分了。胡永云告诉科技日报记

者：“人类居住的地球，其大气主要是由氮、氧

组成，还有少量的二氧化碳、水蒸汽、甲烷和其

他痕量气体，而氧气是现代地球生命存在的必

要条件。因此，如果能够在一个宜居行星的大

气成分中探测到氧气，那么该行星拥有生命的

可能性将很大。而甲烷则是探测生命迹象的另

一个重要指标。”

不过，胡永云表示，这并不意味着只有大气

中有氧气的行星才存在生命。“现有的证据表明，

地球上的生命在 38 亿年前就开始存在了，但那

时的地球大气成分与现在有着根本性的不同。

那时地球大气的氧含量极低，且大气是还原性

的，主要由二氧化碳、水汽、氨和甲烷组成。那时

地球上的生命是厌氧生命，并不需要氧气，氧气

对于它们来讲是有毒气体。”他说，“地球大气中

的氧气是在经历了大约 23 亿年前和 7 亿年前两

次突然增加之后才达到现有水平的。”

“因此在观测和分析一颗行星的大气成分

时，还要结合该行星的寿命进行综合判断。”胡永

云说，“比如一颗只有 10—20亿年寿命的宜居行

星，它的大气成分和生命特征很可能更像地球早

期那样，即便它的大气中没有氧也并不意味着这

颗行星上不存在生命。如果这颗行星和地球一

样已经生活了 40 亿年，那么它的大气成分就应

该与现代地球的大气成分更加类似。”

胡永云告诉记者，目前判断一颗行星是否宜

居的有两个重要标准：首先，这颗行星必须是固

体的，而且它的质量与地球差不多；其次，它的表

面温度不宜过高也不宜过低，必须保证有液态水

的长期存在。

据悉，GJ1132b 围绕着一颗红矮星公转。这

颗红矮星的体积仅相当于太阳的大约五分之一，

温度和亮度也远逊于后者，不过，由于 GJ1132b

非常靠近红矮星，所以其表面温度也有 260摄氏

度。也正因此，科学家排除了星球表面存在生命

的可能性，因为那里“实在是太热了”。

氧气也曾经是“有害气体”
观测和分析一颗行星的大气成分时，还要结合该行星的寿命
进行综合判断

GJ1132b 发现再次让寻找外星生命的话题

成为热点，有媒体在报道中称：“年轻地球曾间歇

性地被有机灰橙色雾霾包裹，类似于现今观测到

的其他系外行星。”“考虑地球的全球性雾霾有助

于我们将地球与其他系外行星联系起来，如果是

这样的话，这种雾霾将是生命迹象存在的证据”，

因为“雾霾能够很好地吸收紫外线，从而使太古

代时期地球处于屏蔽状态，在形成氧气和臭氧层

之前避免遭受致命放射性照射。橙色雾霾有利

于地球表面生物圈的进化形成，这种情况也可能

存在于类似地球的系外行星。”

胡永云告诉记者，“这些文章中所说的雾

霾和我们在北京遇到的雾霾天气可不是一个

东西。”

“报道中提到的‘雾霾’应该是指地球早期的

大气可能会出现的现象，那时大气中几乎没有氧

气，所以，甲烷的浓度可以很高——因为如果有

氧的话甲烷很容易被氧化掉。而当甲烷浓度高

到一定程度，在太阳紫外辐射作用下会生成有机

气溶胶，这是一种分子链比较长的碳氢化合物，

这种有机气溶胶形成橙色的烟雾，它们可以吸收

太阳的紫外辐射。土星的第六颗卫星的大气层

就有这样的‘橙色’烟雾”。胡永云说，“而我们现

在所说的空气污染的雾霾，大多是硫酸盐、硝酸

盐的气溶胶等，这和上述文章中的有机气溶胶并

非同一物质。”

“在观测一些行星的大气层时，比如行星

GJ1214b，一些学者发现它的大气光谱非常平滑，

看不到气体分子的吸收谱。现有的猜测是，很可

能是由于大气中存在的浓厚云层或是这样一层

橙色的‘雾霾’，它们遮挡了来自恒星的光。如果

是后者，那么这颗行星就有可能拥有和早期地球

类似的大气层。”

胡永云说：“虽然探测外星生命是相当困难

的，却并非无迹可寻，对行星大气层的观测为人

类寻找外星生命开启了一扇窗。未来几年发射

太空望远镜将于助于我们探测类地行星大气和

生命的迹象。”

流言终结
“雾霾”笼罩的行星有生命？别误会，此雾霾非彼雾霾

预计在 2018 年发射升空的詹姆斯·韦伯太

空望远镜，造价接近 90亿美元，使用欧洲阿丽亚

娜 5 型火箭，主要观测目标是遥远的星系、星云

和类星体。

韦伯太空望远镜能够探测系外行星大气的

元素。美国宇航局的目标是更好地对系外行星

大气中的氧气和水进行探测，同时探测其他与生

命有关的信息。比如系外行星上是否存在绿色

植物，如果遥远的星球存在绿色植物，那么叶绿

素能够反射更多的恒星光照，这些特点都会在频

谱上表现出来，这样就能够发现系外生命。

据报道，韦伯望远镜的观测能力是哈勃望远镜

的100倍，可对大爆炸后2亿年的宇宙进行观测。美

国宇航局称韦伯望远镜是一个“拥有红外视力的强

大时间机器，可窥探135亿年前的宇宙，观测在漆黑

一片的早期宇宙形成的第一批恒星和星系”。

延伸阅读
韦伯太空望远镜将“接棒”寻找系外生命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 13 日消息，科学

家最近发现了“最重要”、迄今为止离地球最近的

太阳系之外的类地行星。行星表面温度虽高，但

大气层中可能有生命存在。并且，该行星还可能

作为跳板，助推人类进一步的深远太空探索。

英 国《 卫 报 》报 道 ，这 颗 行 星 被 称 作

GJ1132b，它的体积只比地球大 16%左右，更难能

可贵的是，它距离地球仅 39 光年——这一距离

近到人造望远镜甚至可以观测到它的大气中的

化学成分、风速、甚至日落时的颜色。

麻省理工学院的扎克里·贝尔塔·汤普森

说：“如果这颗行星还有大气层的话，我们可能

会找到其他更加凉爽的行星。那些行星也有大

气层，并且围绕恒星公转。然后，我们就可以

设想分析大气层，从中寻找有生命迹象的分子

结构了。”

对此，北京大学物理学院大气与海洋科学系

系主任胡永云教授在接受科技日报专访时表示，

由于直接观测行星地表生命迹象的难度很高，大

气层则成为窥探外星生命的一扇窗。

寻找外星生命
先来看看先来看看““大气报告大气报告””

天文学家近日利用
MEarth-South 小 型 望
远镜，发现了一颗地球
大小、温度较高的岩石
行星，它可能具有自己
的大气层，并围绕着一
颗较小的恒星运转。这
颗 名 为 GJ1132b 的 行
星大小相当于地球的
1.2 倍，主要由岩石和
铁组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