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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们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够飞向日冕。

就在上周，美国宇航局（NASA）宣布太阳探测

器（SP+）任务已经进入 2018 年发射前的最后研

发阶段。

一直以来，太阳对于人类而言，既熟悉又

陌 生 。 NASA 发 射 太 阳 探 测 器 ，期 望 它 能 带

回更多关于地球“母星”的重要信息，了解恒

星的演化。

据了解，太阳探测器将深入太阳外层大气，

探测在那里遇到的等离子体、磁场和波、高能粒

子和尘埃。它们也对太阳探测器轨道附近以及

日冕底部的偶极结构的日冕结构成像。

20182018飞向日冕飞向日冕
我们从未离太阳这么近我们从未离太阳这么近

在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兴隆观测基地，有

位宇宙“户籍警”。4 年来，它已捕获 700 余万条

高质量恒星光谱，超过此前全球所有已知光谱巡

天项目获得数据的总和。

这位代表地球人去宇宙“查户口”的“户籍

警”，全称为大天区面积多目标光纤光谱望远镜，

也叫郭守敬巡天望远镜。它要调查的“恒星光

谱”包含着关于恒星各种特性的信息，能够揭示

星星们的运动状态、温度、质量和化学成分，类似

籍贯、住址、年龄、性别、职业等每家每户的户籍

信息……

怎么让 4000 颗星星
同时“出镜”
拍摄大户人家的“全家福”照片，离不开广角

镜头。想象一下，如果一次要给 4000 颗恒星拍

摄“全家福”，这个广角镜头究竟得有多大？

答案是 6.5米。

“我们需要一台大视场兼大口径光学天文望

远镜，视场要非常大；同时又要看得非常远。通

俗点说，就是一台同时大广角加深焦距的超级照

相机。”郭守敬望远镜项目总工程师、中国科学院

院士崔向群说。

2012 年，世界上第一台大视场兼大口径光

学天文望远镜在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兴隆观

测基地建成——郭守敬望远镜主镜由 37块边长

1.1米的六角形镜子拼接而成，相当于直径 6.5米

的圆镜，等效通光口径最大 4.9米，视场（视野）直

径最大 5 度，焦面上容纳了 4000 根光纤，每次观

测可获得多达 4000个天体的光谱。

每当夜幕降临，巨大的穹顶缓缓打开，由

24 块边长 1.1 米的六角形镜片拼接而成的跟踪

反射镜巨大镜头开始工作。每隔一段时间，镜

片下的力促动装置就会调整镜片形状，对准一

个新的天区。

类似蜂巢的大镜头拼接技术、4000 根光纤

的并行可控定位技术、主动光学技术……中国天

文学家的创新，被国际天文界誉为“建造地面高

效率的大口径望远镜最好的方案”。它的效率是

此前世界第一的美国斯隆巡天计划的 5倍半。

星星的“户口簿”到
底什么样？

“超级照相机”究竟拍下了什么？星星的“户

口簿”究竟长啥样？

在郭守敬望远镜观测室，记者看到，屏幕上

一排排灰白相间的条纹闪闪烁烁，不仅与想象中

浩瀚的星云、斑驳的星光毫无交集，甚至与七彩

的光谱也相距甚远。

“这些条纹不起眼，但每一条都包含着一

颗恒星的身份信息。如果说漂亮的星云图是

星星的剪影，光谱图就是它们的证件照、户口

簿，包含了真实、‘具有法律意义’的信息。”中

科院南京天文光学技术研究所研究员侯永辉

指着屏幕向记者介绍，比较亮的条纹就代表这

颗恒星亮度较高，通过数据处理得出的一维光

谱图，就能够分析出恒星的温度、质量，甚至

其所含的化学成分，例如不同的三重线代表钙

或镁。

自 2012年 9月启动巡天以来，郭守敬望远镜

共观测了近 3000个天区，获得了 700万条高质量

光谱，比世界上所有已知光谱巡天项目获取的数

据总数还要多，构建了迄今为止最大的恒星光谱

样本库。

为什么要给银河系
“查户口”？

每天傍晚，国家天文台观测运行部的天文值

班员都会获得从世界各地发来的“历表”，向郭守

敬望远镜申请特定坐标天区的观测。有时候，是

通过给恒星排长幼次序揭示宇宙演化的规律，或

是精确测定银河系中“暗物质”的总质量；有时

候，是观测一个奄奄一息的“老人”——矮星，或

是调查一个银河系的“逃犯”——超高速星，甚至

寻找宇宙中真实的“三体星”。

“在星辰大海般的宇宙征程开始之前，天文

学最大的难题其实是银河系。”天文值班员曹子

皇说，外行认为看得越远越难，其实系内普查的

难度要远高于系外观测。

对于郭守敬望远镜在银河系内“查户口”的

意义，刘超的形容更酷炫——“星际考古”。

“拥有千亿级恒星系统的银河系是目前宇宙

中唯一有条件对其组成恒星进行单体解析的星

系。研究银河系怎么从开始的一团原始气体，演

化出恒星、星系盘，乃至现在的银河系，有助于见

微知著，帮助我们了解宇宙发展的一般规律。”刘

超说。

“利用郭守敬望远镜构建的大规模恒星库，

能帮助科学家按照恒星年龄排序，比对研究不

同年龄段恒星的组成和运动特点。”他接着说，

“比如通过推演我们知道，第一代恒星只含有

氢和氦，第二代恒星多了一点点金属，铁的含

量是太阳的一千万分之一……通过对恒星和星

系‘考古’，揭示出宇宙演化不同阶段的特点和

奥秘。”

编写星际航行手册第一章

除了积累恒星数据回溯星系历史，郭守敬望

远镜还取得了一项重要进展：更精确地测定银河

系中的“暗物质”质量。

基 于 目 前 郭 守 敬 望 远 镜 观 测 筛 选 出 的

4000 个恒星数据，我国科研人员测定，太阳附

近 3000 光年范围内，暗物质质量为 0.018 太阳

质量／立方秒差距。研究人员介绍，随着巡天

进程推进，第二次暗物质质量测量将采用 20 万

颗恒星数据，这一样本量的扩大，将把测量精

度提升 2 至 3 倍。

即使是实际观测中“乱入”的不速之客——

超高速星，也有助于揭示宇宙黑洞这样高大上的

重磅问题。

2014 年，一个由中美两国天文学家组成的

研究团队利用郭守敬望远镜，发现一颗距地球

4 万多光年的超高速星。这颗迄今发现的距

地球最近的超高速星，以每小时超过 170 万公

里的速度“逃离”银河系中心，并将最终飞离

银河系。

到底是谁“踹”了恒星一脚，让它能逃离银河

系引力束缚呢？天文学家认为，超高速星可能是

双星系统运行到银河系中心大质量黑洞附近被

潮汐瓦解产生的。“这好比本来被一根线拴在绳

子两头的小球，被黑洞‘咔嚓’一刀剪断了绳子，

一端的球吸进了黑洞，另一端获得了很高的速

度，快到能飞出银河系。”曹子皇说。

郭守敬望远镜巡天数据逐步发布后，预计还

能发现几十颗各种质量的超高速星。通过它们，

天文学家期待可以对银河系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我们对银河系的研究也许有朝一日会成为

星际航行手册的第一章。对今天的天文学家而

言，银河系是一把钥匙，帮我们揭开整个宇宙演

化的秘密。”刘超说。 （据新华社）

让一让，让一让，地球人来“查户口”了！
——郭守敬巡天望远镜构建世界最大恒星光谱库

目前，科学家在分析从非洲迁移至澳大利亚的人类 DNA 数据

中，发现存在未知古人类物种，是人类早期迁移时繁衍的后代。

据腾讯科技援引外媒报道称，研究人员指出，亚洲南部和东南

部生活着数量不多的未知灭绝古人类，他们并不存在于欧洲和亚

洲东部。目前这项最新研究报告发表在近期出版的《自然遗传学》

杂志上。

南亚少数民族安达曼人和大陆印度人由于不同的表面形态和语

言，被认为具有不同的起源。一种理论认为，安达曼人是离开非洲大

陆早期人类的后裔，他们的祖先并未与其他群体混合。来自西班牙

庞贝法布拉大学的研究人员分析了 10个安达曼人基因组，并将他们

的基因与 10位大陆印度人基因进行对比，发现存在一支远古人类基

因混合的迹象。

之前研究人员关注现代人类基因，结果发现亚太地区人类繁衍

形成两支古人类物种——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目前科学家最

新发现第三支古人类物种，依据基因片断数据可将他们的历史追溯

至大约 4万年前。

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和现代人类被认为是海德堡人的后

代。人们曾猜测现代人类有更多的祖先物种，研究表明至少存在一

支以上的未知古人类物种证据，他们并不是尼安德特人或者是丹尼

索瓦人。虽然当前并未发现这支灭绝人类新物种的骨骼化石，但是

研究结果提供确凿证据显示海德堡人具有多样性血统，他们的后代

并非仅是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 （悠悠）

科学家通过基因比对
发现未知古人类物种

■新知

考古学家将启动一项耗资 140 万英镑的考古项目，对目前发现

的英国保存最完好的青铜时代遗址进行挖掘。

据中国科学报报道，在英国，青铜时代开始于 4500 年至 4000 年

前，这段时间内诸如巨石阵等的大量古迹迅速扩张，科学家希望通过

对一处青铜时期的遗址的考古研究，使这段历史真相大白。

据报道，该地点挖掘出的史前古物进行长达 1 年之久的分析工

作。自 2015年 10月开始，剑桥考古学系的工作人员已经发现了 5座

圆形房屋。近日，研究人员公开了房屋内部的一些物品，包括纺织

品、完整的陶罐以及斧头和凿子等金属工具。

科学家们推测，最可能的情况是，一个突击小队将村庄付诸一

炬。火焰迅速吞噬了木质房屋，居民仓促逃离，没有收拾任何物

品。烧焦的残骸最终崩塌，掉入附近的河里。在河底淤泥中封存

3000 年的这些碎片保存完整，也留下了青铜时代晚期居民日常生

活的令人瞩目的记录。考古学家希望通过这些了解英国人 3000 年

前的生活状态。 图片来源：《自然》

考古挖掘告诉你
3000年前

英国的田园生活

7 月 26 日，一只在人工饲养环境下诞生并成活的小海水江豚在

山东泉城海洋极地世界迎来“百日”，工作人员用鲭鱼、鱿鱼、多春鱼

等鱼肉制作了“生鲜蛋糕”，为小江豚送上祝福。

小江豚今年4月18日出生，江豚妈妈是2014年在渤海湾获得救助

的海水江豚，在人工饲养环境下产子并能成活这在国内还是第一次。

据介绍，小江豚出生时，由于回声定位能力还不健全，游泳能

力也不强，而母江豚则表现出非常优秀的护幼行为。它会时刻伴

随在小江豚身边，时不时从身下拖顶小江豚浮出水面呼吸。在小

江豚游到水池边角时，还会轻咬它的鳍，把它拖回水域，避免碰撞

造成伤害。 图片来源：中新社 张军摄

国内第一只
人工繁殖成活

海水江豚过“百日”

一名 65 岁的俄罗斯探险家在独自乘坐氦气球环游地球 11 天后

安全返回澳大利亚内陆，此举有望打破世界纪录。

据腾讯网报道，7 月 12 日，这位探险家正式从诺瑟姆出发，开始

他的旅程，花了大约 11 天零 6 个小时来完成整个飞行。六架直升机

跟随着这个 1.8吨的氦气球，从诺瑟姆内陆帮助他着陆。整个旅程超

过 34000千米，途中还历经了南极圈的一场暴风雨，当时舱外气温跌

至零下 50摄氏度。内舱的暖气在几天内就停止供应了，探险家不得

不利用气球的热风燃烧器来溶解他的饮用水。

据介绍，氦气球航行速度达到每小时 240千米，并且为了在燃料

不足之前能够继续上升，得在释放氦气之前爬升到 10614 米的高

度。65岁的探险家目标是每天能睡 4个小时，每隔 30至 40分钟醒来

一次检查设备的运行情况。整整十一天，他都住在 2×2×1.8米的纸

箱里。据称，气球着陆可能是整个旅程中最困难最危险的部分。

图片来源：网络

俄罗斯探险家
乘坐氦气球

11天环游地球

文·实习生 郭 盈

按原定计划，这枚探测器将在 2018 年 7 月

31 日于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空军基地由三

角洲 4号重型火箭携载发射升空。

在为期 6年的任务中，太阳探测器将逐渐靠

近太阳，那到底有多近呢？

探测任务的设计以及金星的引力使得它

到 太 阳 表 面 的 距 离 不 会 小 于 8.5 个 太 阳 半

径。在这个距离上观测太阳，会比从地球上

看到的大 23 倍，在这里太阳亮度和热量则会

高出 500 倍。

探测器里面的电子元件必须在一定温度范

围内才能正常工作，果壳网主笔、天文学家虞骏

在接受科技日报采访时表示，如何做好隔热工

作，是设计面临的难题。

面对如此高温，太阳探测器又将如何生存

呢？据了解，整个探测器将被置于一块直径 2.7

米、厚 15 厘米，由碳泡沫复合材料制成的“太阳

挡板”之后，而这块“挡板”面临的是超过 1400℃

的高温和强烈的辐射。

此外，强照度、辐射以及尘埃的撞击都是

需要纳入考虑的。多方面的建模和创新是设

计的主旋律，而平衡则成为设计的核心问题。

为了不让太阳探测器“赤膊上阵”，设计师们

克服着各种挑战。虞骏指出，轨道设计需要做

一些非常细致的规划，安全性和成本都是需要

攻克的难题。

“防晒”决定它能不能活下来

太阳探测器的重要使命之一，就是揭开日

冕和太阳风的奥秘。日冕的温度是困扰科学

家多年的谜团之一。太阳外部大气层，有些地

方温度竟然超过 100 万摄氏度，比太阳表面温

度还要高上数百倍。倘若你将一支温度计伸

到太阳表面，那么它的表面温度大约是 6000

摄氏度。但是，当温度计距离太阳表面更远

时，温度却没有更低。对此，科学家们一直疑虑

重重。

太阳风则是困扰科学家们的第二个谜团。

太阳向整个太阳系喷射太阳风，这种炽热的带

电粒子风，时速可以达到每小时数百万英里。

但令人惊讶的是，在太阳的表面，没有任何强

风存在，可当太阳风抵达太阳系行星时，却变成

了“狂风”。

科学家怀疑，在太阳和行星之间存在一些

未知因素，从而让太阳风获得了如此高的速

度。至今，高速太阳风的成因依旧是个未解之

谜。太阳探测器采用大视场成像仪（WISPR）

来观测，过去从来没有一个探测器能够在如此

有利的位置上以这样高的分辨率观察过太阳。

当它扫描过日冕的时候，WISPR 将对它进行断

层成像，不过其成像跨度只能达到 90 度到 150

度。

此外，日冕一面“沸腾”一面“冰冻”的现状也

困惑着科学家。日冕中的粒子看上去似乎是从

不同的方向被加热的。日冕中垂直于磁场方向

的等离子体温度要比沿着磁场的高出 10倍或者

20 倍。这就好比有一桶水，从一个方向看它在

沸腾，但是从另一个方向看它却是冰冻的。

解开太阳风“加速”谜团

太阳探测器的另一项重要任务是探测磁场

及太阳的其他部分，以预测下一次喷向地球的太

阳耀斑将发生于什么时候。

人们一直想弄明白为什么太阳每 11年会转

换一次磁性，从几乎没有太阳黑子的虚弱体转变

成会喷射太阳耀斑的怪物，随后在再次转换磁性

之前变回虚弱体。虞骏指出，黑子、耀斑，都跟太

阳的磁场活动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这次，太阳探

测器能够较近距离拿到第一手资料，对太阳及附

近的环境、大气、磁场等进行一个详细的探测。

取得太阳磁场第一手资料

太阳和人类的日常生活是密切相关的，不光

是给人类带来光和热，其实太阳的活动也可能给

地球带来影响。小到极光爆发，大到地磁暴，甚

至可能导致各种各样的灾难。此外，如果太阳活

动爆发太强烈的话，有可能使大气层外不受保护

的人造卫星大范围地失效。

探测器发射后，有利于更准确地预测太阳活

动，提高大气层外空间天气预报的精度。

如今大家出行主要是通过 GPS 进行导航，

GPS 的卫星信号也有可能受到太阳活动的影

响，从而导致 GPS 导航出错。虞骏说，探测器

成功发射后，可能提醒你今天几点几分 GPS 会

不准，开车要小心，这是对日常生活比较明显

的影响。

更准确地预测太阳活动

太阳探测器目前正由约翰—霍普金斯应

用物理实验室建造。该实验室表示，太阳探测

器附加任务是一项真正意义上的探索任务，探

测器将靠近太阳，从亚音速级到超音速级观测

太阳风的速度，它还将飞越最高能太阳粒子的

诞生地。

虞骏在接受科技日报采访时说道：“为了能

够靠近太阳，飞向日冕展开科学观测，探测器将

先后 7次飞越金星，借助金星引力进行减速。尽

管探测器的主要任务是探测太阳，但经过金星的

时候也会顺便对金星展开相应观测，增加我们对

这颗行星的了解。”

虞骏表示，当太阳探测器靠近太阳时需要抵

御超高温度，最近时可达到 590 万千米，比水星

最靠近太阳时还要近 7 倍。这个距离大大超过

了以前的所有探测器能够接近太阳的最近距离。

顺路去看看金星

其实早在上世纪60年代后，为探索太阳的秘

密，世界各国就不遗余力发射各类太阳探测器。

如美国的轨道观测站、国际日地探险者、太阳

峰年卫星以及苏联的预报号、质子号、宇宙号卫星

等。美德联合研制的太阳神号探测器，在上世纪

70年代中期曾抵达离太阳 4000万公里以外的地

方，观测了太阳表面及其周围空间。1990年，美国

发射了尤利克斯号太阳探测器，这个重达 385公

斤，用钚核反应堆做动力的探测器4年后飞抵太阳

南极并环绕飞行，第一次全方位观测了太阳。

那些拜访过太阳的前辈们

模拟效果图模拟效果图（（来源于网络来源于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