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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于 寒 潮 作 用 ，美 国 东 部

接连数日，遭受今年入冬以来

最强烈的风雪，不仅数十万户

家庭断电、逾 6000 架飞机航班

被迫取消，全美也有 8500 万人

受到影响。

日前，国际空间站宇航员凯

利（Scott Kelly）1 月 24 日在推特贴出，从太空站拍摄地球的画面，可

看出大风雪的地区，通通被厚厚的云层覆盖。

凯利在推特上写道，“第 302 天，这场风雪为我们带来令人印象

深刻的景象，大家注意保暖！来自太空站的晚安。”

虽然从凯利所分享的北美空照图，可看见美东部地区被厚厚的

风暴系统笼罩，然而还是可以看到云层下的点点灯火；值得注意的

是，未遭受暴风雪侵袭的加拿大东岸，灯光则清晰许多。

从太空看暴风雪
厚重云层下
依旧灯火闪耀

目前面部识别技术大多用

来识别人脸，但据报道，有生物

学家计划用面部识别技术来追

踪北大西洋露脊鲸。

每头北大西洋露脊鲸的头

部的硬结都有明显的不同，就像

人类的指纹一样。但是要通过

肉眼很快的从高空分辨出来，还是有一定的难度。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发起了一项利用面部识别技术来识

别北大西洋露脊鲸的计划。他们把这个计划发布在了一个关于数据

分析的网站上，并设立了 1万美元的奖金。

在挑战截止日期之前，一共有近 500人参与了这项挑战，这个数

量接近了全球现存北大西洋露脊鲸的数量（521头）。最终数据公司

Deepsense.io获得了第一名，他们的识别率接近了 87%。这还是在初

始数据只有 4500头北大西洋露脊鲸的情况下得出的，如果增加数据

量，这个结果可以更加精确。

面部识别技术
还能用来
识别、保护鲸鱼

软件工程师杰伊·福莱特兰

（Jay Flatland）和 保 罗·罗 斯

（Paul Rose）开发出了一款机器

人，能在 1 秒钟左右完成魔方的

还原。

据媒体报道，目前，这两名

工程师正在申请世界纪录。当

前的机器人解魔方世界纪录是 3.253秒。

这一机器人由步进马达、3D 打印框架，以及连接至电脑的 4 个

USB 摄像头构成。机器人首先会对魔方当前的状态进行扫描，随后

将数据提供给 Kociemba解魔方算法，而机器人随后将采取适当的操

作。这些魔方 6个面的中心都钻有小孔，以便机器人的操作。

目前看来，这一机器人能稳定地以极快的速度完成魔方的还

原。在演示视频中，这一速度稳定在 1秒至 1.2秒。

机器人
只需1秒
就能还原魔方

美国宇航局（NASA）官网 1 月 26 日消息，已

绕土星近 12年的“卡西尼”号探测器在任务终结

前夕有了新的任务。它将改变轨道，离开现在土

星环所在的轨道面。

12 年的外太空之旅，“卡西尼”号为生活在

地球的人们提供了大量来自浩瀚宇宙神秘的土

星图片，为科学家探索外太空提供了大量素材和

珍贵资料，在“卡西尼”号即将结束它的使命之

际，让我们来共同回顾那些关于它的“最美记

忆”。

十二年探测任务接近尾声十二年探测任务接近尾声

““卡西尼卡西尼””号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号给我们留下了什么

来自 NASA 的消息称，“卡西尼”号变轨后

将不再返回土星环平面上的轨道。在经历多次

变轨后，它将逐渐进入倾斜于土星赤道面的环

绕轨道。

去年 12 月 19 日，“卡西尼”号对土卫二进行

了最后一次近距离飞掠。之后它将继续回传数

据并预计于 2017 年 9 月 15 日结束 13 年的使命，

在土星的怀抱中消殒。在今年 11 月晚些时候，

它还将飞掠土星南北两极，并会在穿越赤道面的

过程中接近土星环最外的 F环。

“卡西尼”号是在 2015 年春进入土星赤道面

环绕轨道的，随后它在这个轨道上多次近距离接

近土星的冰卫星：土卫二、土卫五、土卫七，这也

是“卡西尼”号在结束任务前最后几次近距离飞

掠这些卫星。“卡西尼”号将在这条轨道上运行

20 圈，并 22 次穿越最内圈的光环，之后它将在

2017年 9月 15日冲进土星大气层结束任务。

“卡 西 尼 ”号 任 务 科 学 家 琳 达·斯 皮 尔 克

(Linda Spilker)介绍说：“随着‘卡西尼’号飞抵高

度倾斜的环绕轨道，接下来将是研究土星、让人

激动的一年，相信这一年‘卡西尼’所传回的将是

非常壮观的。”这将是它的“谢幕表演”。

最后的谢幕
这一年“卡西尼”号传回的将非常壮观

2005 年 4 月 25 日，美国宇航局喷气推进实

验室说，“卡西尼”号飞船在最近一次飞过土卫

六时，发现其外层大气中存在多种复杂有机

物。同一天，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帕萨迪纳的喷

气推进实验室发表一份声明说，4 月 16 日，“卡

西尼”掠过距土卫六表面 1027 公里处，它搭载

的离子和中子质谱仪发现了多种复杂有机物的

踪迹。

科学家初步分析，其中既有长达 7个链节的

直链碳氢化合物，也有包含氮的烃类有机物。负

责“卡西尼”号飞船上质谱仪的首席科学家亨特·
怀特说，此前人们已经知道土卫六大气主要由甲

烷和氮组成，而这两种物质在紫外线或是宇宙高

能粒子辐射下，可能生成更加复杂的有机物。

而去年的一项新发现让有机物的研究可以

更进一步。2015 年 11 月，美国宇航局公布“卡

西尼”号探测器拍摄到土卫六南极附近出现的

怪异云团，其位于土卫六的平流层之中，内部

成分为冰冻化合物。卡西尼探测器拍摄到的云

层位于土卫六 300 公里的高度，在 2012 年首次

出现。此次是在冬季快要来临时发现冰云，通

过探测器上的红外热成像仪的数据，冰云出现

在 300 公里的高空中，这是土卫六南极气候变

化的写照。

在土星大气层外围，复杂有机物一旦生成就

会被“冻”住，变成“雨”或“雪”降落在土卫六表

面。而“卡西尼”号的新发现表明，有机物的形成

和存在可能有更复杂的机理。

最激动人心的发现
多种复杂有机物的踪迹

2012年 7月初，随着探测器一遍遍地扫过土

卫六这颗土星最大的卫星，“卡西尼”号采集的数

据提供新的证据，表明在这颗被浓雾环绕的卫星

厚厚的冰壳之下，拥有一个晃动着的水的海洋。

但科学家指出，这并不意味着土卫六上存在生命

形式。

2014 年科学家们曾通过强有力的证据证明

该区域存在局部的地下海洋，而 2015 年他们修

正了一下观点，确认该星球的冰层下存在一个全

球性的海洋。

冰层下的全球性海洋

2014年 9月，“卡西尼”号轨道探测器在飞越

土卫五北极的一次探测中发现，土卫五存在大

气，经“卡西尼”质谱仪分析，确认其中含有氧气

和二氧化碳。美国研究人员发现，土星第二大卫

星土卫五其中氧气含量占大约 70%，二氧化碳占

30%。这是研究人员首次在土星的卫星上发现

富含氧气的大气。

在地球上，复杂有机分子被认为是生命形式

出现的早期阶段，比如被称为生命起源前的混合

物。而氧离子则被认为是生命进化史的重要里

程碑。

“卡西尼”号对土星的卫星上的氧离子和有

机物的发现给了科学家进一步探究地球生命起

源提供了丰富的例证。

土卫五上的氧离子

“卡西尼”号在北京时间 1997 年 10 月 15 日

16时 43分发射升空。如果仅仅依靠火箭的推力

直接飞向土星，并要求它在 7 年之内飞到土星，

那么使用的燃料绝不能少于 70 吨，这对于当时

的火箭来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此，“卡西

尼”号借用行星的引力来加快速度。

“卡西尼”号发射后，首先于 1998年 4月在距

金星 284 千米处飞掠，利用金星引力获得加速。

之后，它绕太阳一圈，于 1999 年 6 月再次在距金

星 600 千米处飞掠，获得金星引力的第二次加

速。同年 8月，“卡西尼”号在距地球 1171千米处

飞掠，被地球引力再次加速。

“卡西尼”号第二次离开地球后，才飞往太阳

系的外层。2000 年 12 月，它在距木星约 1000 万

千米处飞掠，获得了木星引力的加速。这时，它

的速度超过了每秒 30 千米。然后，它才向目的

地土星飞去。

土星离开地球的距离，最近时不到 13 亿千

米，最远时也不超过 16亿千米，然而“卡西尼”号

由于采用了迂回的飞行路线，飞往土星的行程长

达 35亿千米。不过，磨刀不误砍柴功，飞行的时

间并没有因此增加，而燃料却大大节省了。

最“省钱”的旅行
引力加速，大家都来帮帮忙

“惠更斯”号探测器是首个在月球以外的一

颗天然卫星上登陆的人造探测器，于 2004 年 12

月 24 日正式脱离“卡西尼”号，开始了奔向土卫

六的长达 400 万公里的行程。经过 20 天的长途

跋涉，探测器于 2005 年 1 月 14 日穿过土卫六外

围大气层，展开降落伞着陆。

“惠更斯”号在着陆后与环绕土星运行的“卡

西尼”号探测器进行了近十分钟的联系，最终因

电池耗尽而结束了历史使命。

在太阳系各大行星及其卫星中，只有地球和

土卫六大气层中富含氮。据推测，早期地球上也许

存在大量类似甲烷的碳氢化合物。科学家们说，土

卫六上可能冷藏着很多化合物，一些类似化合物也

许在生命诞生之前就存在于地球上。参与这次探

测计划的欧洲航天局科学家让·皮埃尔·勒布雷顿

说：“在某种意义上，‘卡西尼’号和‘惠更斯’号就像

时间机器一样，带我们去探测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

世界，那个世界就像45亿年前我们的地球。”

最怀旧的探测
随“时间机器”去“45亿年前的地球”

400 多年前，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在人类历

史上第一次把望远镜对准了天空中的星星，把古

老的天文学推进到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伽利略

在用望远镜观测土星的时候，发现土星的圆面两

侧有好像人耳朵一样的东西。1659 年，荷兰科

学家惠更斯在经过更精细的观测之后确定，土星

的这两个像耳朵一样的东西，实际上是连在一起

的，是一个环绕土星的扁平圆环。

卡西尼出生在意大利，后到法国，担任巴黎

天文台首任台长。1675 年，他在对土星光环进

行观测时，发现在这个光环的中间有一条黑暗的

缝隙，把光环分为内外两部分。后来，天文学家

就把这条缝隙称为卡西尼环缝。

1989 年 10 月 18 日，美国和欧洲合作发射了

“伽利略”号太空探测器。1995 年 12 月 7 日，“伽

利略”号进入绕木星飞行的轨道，开始对木星和

木星的四颗大卫星进行科学研究。当年，正是伽

利略用望远镜发现了这四颗木星卫星。把太空

探测器取名为“伽利略”号，就是为了纪念伽利略

的这一发现。

受到“伽利略”号成功的鼓舞，美国和欧洲进

一步合作，又研制了一个飞向土星的太空探测

器，并且为了纪念卡西尼当年发现土星光环的环

缝，就把这颗太空探测器取名为“卡西尼”号。

延伸阅读
大有来头的名字

土星最让人着迷的便是美丽的土星环，其结

构极为复杂。

人们根据地面观测和空间探测，把土星环划

分为 7 层。距土星最近的是 D 环，亮度最暗；其

次是 C 环，透明度最高；B 环最亮；最后是 A 环。

在 A 环和 B环之间就是著名的卡西尼环缝，缝宽

约 5000 千米。在 A 环之外有 E、F、G 三个环，最

外层的是 E环，十分稀薄和宽广。

这些环每一层可细分成上千条大大小小

的小环，即使被认为空无一物的卡西尼缝也存

在几条小环。土星环的整体形状类似一张巨

大的密纹唱片，从土星的云顶一直延伸到 32

万千米远的地方。光环的颜色远看是红棕色，

其实每层都稍有不同，C 环是蓝色，B 环内层

为橙色，外层为绿色，A 环为紫色，卡西尼缝是

蓝色的。

让人着迷的土星环

新华社讯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最新

研究显示，西藏自治区东南部的舌突蛙属物种属

于亚洲角蛙科（学名 Ceratobatrachidae）成员，是

我国两栖动物第 13个科。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两栖爬行类多

样性与进化研究组通过近 5年研究调查，解密了

分布在西藏的一类可以远离固定水源繁殖的小

型蛙类，其在亲缘分类关系上与中国其他所有蛙

类相距甚远。这类神秘的蛙类属于分类学上的

一个特定类群，即舌突蛙属。该属目前包括 3个

有效物种：高山舌突蛙、墨脱舌突蛙、西藏舌突

蛙，三种均属于西藏特有物种，全球已知仅分布

于西藏东南部的森林中。

研究组专家结合形态学与分子系统学的研

究发现，分布于西藏东南部的这三种舌突蛙与

万里之外的主要分布于南太平洋岛屿的亚洲角

蛙科物种是“近亲”。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

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车静分析指出：“这一

研究成果把亚洲角蛙科的分布范围从南太平洋

地区向北拓广至我国的喜马拉雅区域，颠覆了

以往认为亚洲角蛙科物种只分布于南太平洋地

区的看法，为今后生物演化和地质历史研究提

供了宝贵资料。”

车静说：“作为我国已知最小的蛙类之一、西

藏最小的蛙类，舌突蛙成年个体最大长度仅 3厘

米，其中墨脱舌突蛙更是不超过 2厘米。由于分

布狭窄、生活环境隐蔽，研究人员在很长时间内

没有能够很好地了解这些独特的蛙类，而它们在

分类学上的地位，也因为缺乏系统研究而长期存

在争议。”

为系统掌握青藏高原两栖爬行动物多样性，

加强对该地区物种及其生境、高原生态系统的保

护，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两栖爬行类多样

性与进化研究组自 2010年起在青藏高原进行了

持续、系统的考察研究。至 2015年，该研究组成

员入藏考察 10余次，北至羌塘无人区（大北线），

向南进入山峰耸立的喜马拉雅山南翼，西至喀喇

昆仑山，东部横穿怒江、澜沧江、金沙江并流区

域，取得了丰硕成果。

（刘洪明）

我国两栖类增加第13个科——亚洲角蛙科

新华社讯 科研人员近日在西藏定日县境

内成功捕捉到清晰的雪豹影像，证明这一国际

濒危野生动物在珠峰北坡有分布，同时为下一

步雪豹种群密度调查及相关科研工作提供了第

一手资料。

珠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生态研究科

负责人拉巴次仁 22 日在此间介绍，去年 10 月至

11 月，珠峰雪豹保护中心联合北京林业大学野

生动物研究所，在珠峰北坡西藏定日县和吉隆县

境内开展雪豹种群密度调查，布设了 120台红外

相机。本月中旬，相机回收工作启动。截至目

前，7台红外相机捕捉到了清晰的雪豹影像。

雪豹是我国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也是国际濒

危野生动物，体长 110—130厘米，尾长 80—90厘

米，体重约 38—75 千克。主要分布在青藏高原

和帕米尔高原地区。因其常在雪线附近和雪地

间 活 动 ，被 称 为“ 雪 山 之 王 ”。 栖 息 于 海 拔

2000—6000 米的高山裸岩、高山草甸、高山灌丛

和山地针叶林缘，为分布海拔最高的食肉动物。

有固定洞穴，夜行性，多晨昏活动，独居。以伏击

式捕食山羊、岩羊、斑羚等各种高山动物，偶袭击

牦牛群、咬倒掉队的牛犊。寿命一般 10年左右，

人工繁殖极困难。因毛皮珍贵而被捕杀，据统

计，全世界仅存不到 1 万只雪豹，我国雪豹数量

为 2500只—3500只。

拉巴次仁说，目前拍摄到雪豹的这 7台红外

相机，布设在海拔 4000 米定日县曲当沟。从拍

摄的影像来看，暂时难以判断雪豹精确的数量。

眼下由于大雪封山，剩余红外相机回收工作预计

本月底全部完成。

珠峰雪豹保护中心执行主任高煜芳表示，红

外相机回收工作结束后，科研人员将根据所有采

集到的影像，重点针对雪豹种群、猎物资源和生

存压力等进行评价和量化研究，系统分析雪豹出

没地区的整体生态环境，这有助于未来更加精准

地制定雪豹保护计划。

近年来，由于我国十分重视西藏野生动物的

研究和保护，除在珠穆朗玛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发

现雪豹外，西藏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昌都市等

地也陆续发现过雪豹踪迹。 （许万虎 黄兴）

国际濒危野生动物雪豹现身珠峰北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