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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

2013年 12月 19日，欧洲空间局的“盖亚（Gaia）”航

天器发射升空。这颗航天器的任务是以前所未有的

精度对银河系内数以十亿计的恒星进行观测，测量它

们的位置、距离和运动。今年 9 月 14 日，这位“御用画

师”公布了其记录的银河系 200 万恒星运动轨迹等详

细信息图。

最新公布的数据目录显示了2057050颗恒星和其他

对象的三维位置，以及这些位置在过去20年间的变化。

数据的精度提高了10多倍；丰富性则提高了1000多倍。

最终绘制的整幅银河系图像将包含10亿多个对象。

美国纽约大学天文学家戴维·霍格说：“‘盖亚’将

彻底改变我们对恒星和星系的认知。”英国《自然》杂

志网站在近日的报道中指出，“盖亚”将向我们揭示天

文学 5 大领域的奥秘，其中包括小行星、宇宙膨胀、系

外行星等。

银河系的演化历程

“盖亚”拍摄的银河系运动三维图像将揭示银河

系内的恒星如何移动，这将强化我们对于银河系结构

的认识。结合这幅图像提供的信息以及现有关于恒

星的颜色、温度和化学组成等方面的信息，研究人员

能重新建构银河系的发展历程，厘清在过去的 130 亿

年间，它如何变成目前的状态。密歇根大学的天文学

家莫妮卡·瓦鲁瑞说：“终其一生，‘盖亚’将彻底影响

我们对银河系的结构及其进化历史的理解。”

暗物质到底在哪里

银河系内恒星轨道的细节不仅能揭示可见物质

的分布，也将揭示暗物质的分布情况，进而可能揭示

暗物质究竟是“何方神圣”“身处何方”。

“盖亚”也将对一些理论进行测试。标准暗物质

理论认为，银心的引力场呈球对称，但在远一点的地

方，它被拉长，像“美式足球”；另一个名为“修正牛顿

引力”的理论则指出，这个场的形状更像一个薄煎

饼。恒星的运动速度取决于这一引力场。因此，通过

研究恒星的速度，“盖亚”或能让科学家们厘清究竟哪

个理论正确。

另有一种观点认为，暗物质是杀死恐龙的“罪魁

祸首”，“盖亚”航天器或许也能对其证实或证伪。去

年，美国哈佛大学的丽萨·兰德尔和马修·里斯提出理

论称，如果暗物质集中于银道面附近一个较纤薄的

“暗盘”内，那么，当太阳系周期性地（大约 3500 万年）

通过这个“暗盘”时，它可能诱发小行星撞击地球，导

致生物大灭绝。

研究人员首当其冲想要分析的是恒星群包括昴

星团（Pleiades），它位于金牛座。哈勃太空望远镜提供

的观察数据表明，这一星团距离地球约 440 光年远。

但欧空局 1989 年发射升空的“依巴谷”卫星提供的数

据则指出，它距地球仅 120光年。

有些人认为，“依巴谷”卫星的测量精确度值得怀

疑，“盖亚”使用与“依巴谷”类似但更好的方法。美国

太空望远镜科学研究所的戴维·德尔布罗姆说：“‘依

巴谷’卫星的结论将很可能被‘盖亚’证明是错的。”

或能发现数千新天体

天文学家们已经通过凌日法，发现了数千颗围绕

其他恒星旋转的行星；而“盖亚”则使用另一种方法来

探测行星——测量由行星引力导致的恒星位置的轻

微抖动。耶鲁大学的天文学家格里戈里·拉夫林说：

“‘盖亚’有可能让我们发现数千个新天体。”

“盖亚”团队成员、意大利都灵天体物理天文台的

研究员亚历山德罗·索则提认为，“盖亚”的技术最适

合探测大行星。而且，与凌日法不同，它能直接测量

行星的质量。不过，索则提也表示，利用这种方式发

现行星需要几年时间，2018年有望获得首批结果。

宇宙膨胀速度有多快

尽管“盖亚”的主要任务是探测银河系，但其触角

有望延伸到整个可观测的宇宙。“盖亚”直接测量距离

仅对银河系内的物体或其近邻起作用，为了测算遥

远星系的距离，天文学家们一般将希望寄托在恒星

爆炸——所谓的 Ia 型超新星上。这种“标准烛光”一

直是测量宇宙膨胀速度的主要工具，科学家们也基于

此，指出“暗能量”使宇宙膨胀不断加速。

但使用超新星作为“标准烛光”，天文学家们必须

将其同银河系内其他类型的“标准烛光”进行比较。

在其首次发布的数据中，“盖亚”将以极高的精确度测

量成千上万颗这样的恒星的距离。最终，其测量结果

将使宇宙学家们提升整个宇宙图谱的精度，或许也有

可能找到解决多个有冲突的宇宙膨胀率的方法。

探测未知的小行星威胁

“盖亚”团队成员、法国蔚蓝海岸天文台的保罗·
坦噶表示，“盖亚”会持续不断地扫描整个天空，因此

有望在太阳系内发现约 35万颗小行星，其中包括多个

近地物体。

一旦“盖亚”发现此类近地物体，它将向天文台发

出警告，天文台接着会利用地面望远镜进行观测，从而

判断这一物体是否是一个威胁。荷兰莱顿天文台的天

文学家安东尼·布朗说，“盖亚”的有利位置使其能发现

由于距离太阳太近而无法从地球观测到的物体。

另外，在未来几年内，“盖亚”也会对某些小行星

围绕太阳旋转的方式进行跟踪调查，对爱因斯坦关于

引力的描述——广义相对论进行精确的测试。

银河系的“御用画师”不简单
——“盖亚”航天器或将揭示五大天文奥秘

本报记者 刘 霞 综合外电

■环球短讯

据新华社华盛顿9月 13日电 （记者林小春）今

年 7月中旬，美国犹他州报告一例感染途径未知的寨

卡病例。美国卫生当局 13 日表示，经过近两个月调

查，他们依然不能确定这名患者是如何感染上寨卡

病毒的。

这名患者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没有任何已知的

感染风险因素，没有去过寨卡流行地区，也没有与

寨卡病毒感染者发生过性行为，唯一问题就在于他

曾照顾过一名已去世的感染寨卡病毒的家庭成员，

并有过拥抱和亲吻等亲密接触行为。调查人员据

此猜测，一种可能性是此人通过体液接触而感染病

毒，比如接触眼泪、眼睛分泌物、唾液、呕吐物、尿液

或粪便。

为了解这名患者感染寨卡病毒的途径，美国卫生

官员对 200多人开展了寨卡病毒检测，这些人包括他

的家庭成员、邻居以及相关医务人员。卫生官员还在

其住宅附近捕捉蚊子做寨卡检测。结果没有发现任

何新病例，也没有发现任何携带寨卡病毒的蚊子。

犹他州卫生部门流行病学家安杰拉·邓恩表示，

尽管不确定拥抱和亲吻等亲密接触是否是传染源

头，但人们“应该知道重症患者的血液和体液可能是

有传染性的”。

美一寨卡病例感染原因成为谜团

科技日报北京9月 14日电 （记者房琳琳）北京时

间 14 日下午 5 时 30 分，欧洲空间局（ESA）发布了第一

批来自“盖亚”（Gaia）航天器的数据，以及据此绘制的包

含 200 万颗恒星距离和运动轨迹的信息图。实际上，

“盖亚”自 2013年 12月 19日发射升空以来，就已开启了

长达 5年的“扫描并绘制银河系 10亿颗恒星”任务。

“盖亚”项目科学家提姆·普鲁斯提说：“我们计划

发布的‘银河系全图’第一版本将包含 10亿颗恒星的位

置。我们看到的将是真正的夜晚天空，与用望远镜在

随机方向看到的昏暗画面不可同日而语。首批数据是

天文学非常基础的研究信息，人们希望通过这些信息

考察恒星的活动。”此外，“盖亚”还将生成 3000 颗恒星

随时间推移形成的光变曲线图，它有助于科学家更好

地分析恒星内在结构。

据了解，第一个描绘恒星运动、位置和距离的“依巴

谷”卫星，只能涵盖10万颗恒星。而“盖亚”覆盖10亿颗恒

星的能力前所未有，它将帮助科学家回答关于银河系结

构、进化以及恒星如何到达现在位置等一系列问题。

关于恒星的海量数据如何传回地球？欧空局在同

期发布的介绍短片中解释说，阿根廷、西班牙和澳大利

亚的 ESTRACK 网络等共同起了很大作用。数据传到

航天器控制中心德国达姆施塔特，然后被送往位于马

德里的欧空局数据处理中心，之后分发到位于欧洲专

门处理天文数据的机构，汇总的科学结果返回给欧空

局后，向全世界的科学家发布最新的恒星详细信息。

“盖亚”项目主管弗莱德·詹森说：“现在，我们发布

的第一批数据还将接受进一步处理。实际上，第二批

数据几个月以前也开始接受处理了，我们会并行处理

多批数据。”据介绍，第一张包含所有距离和运动信息

的银河系全图将在 2017 年底完成，但是天文学界很高

兴迎接这份包含 200万恒星信息的首图，后续数据和信

息将逐步得到完善。

“盖亚”航天器发布首批银河系星体数据

欧空局绘成200万颗恒星信息图

科技日报北京 9月 14日电 （记者李钊）14 日，

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国际化工协会联合会、中国

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共同主办的第七届中国国

际石油化工大会在上海召开。来自联合国环境规

划署、联合国工业发展署、国际化工安全安保中心

等国际组织和 50 多个国家政府官员及行业代表出

席本次会议。

当下，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国际贸易增速下降，

全球石化产业结构深度调整，中国石化行业也处于

创新发展、转型升级的关键时刻。在此大背景下，本

次大会以“新常态、新动能、新竞争力”为主题，为国

内外石化企业提供了一个务实探讨、深入交流、共谱

合作、联动发展的平台。中国石化联合会受国家发

改委委托，在会上筹建了“中国石油和化工国际产能

合作企业联盟”开发方合作平台，为中国石化行业海

外发展提供支持。

国际石油化工大会研讨新竞争力

科技日报北京9月 14日
电（记者聂翠蓉）美国华盛顿

大学圣路易斯分校地球化学

家王坤（音译）和同事利用他

们去年研发出的高精确度同

位素分析仪，测量出月球与地

球 中 钾 同 位 素 存 在 微 小 差

异。这一结果或对月球起源

的大碰撞理论提出有力补充，

有助于构建新的月球起源模

型。该校官网 12 日介绍了这

一发表在《自然》杂志的最新

研究。

王坤和同事对来自不同

探月任务的 7 个月岩石样本

中钾同位素的比例进行了检

测，并与 8 个地球岩石样本的

检测结果进行了对比。结果

表明，与地球岩石中存在三种

稳定钾同位素不同，月岩石中

只测出钾-41 和钾-39 这两

种同位素，并且较重的钾-41

同位素所含比例最丰富。

许多月球起源模型建立

在上世纪 70 年代提出至今主

导的大碰撞理论基础之上，该

理论认为，月球因一个火星大

小的星体强烈撞击初期地球

后形成，许多天文观测结果也

与该理论相符，比如月球与地

球的大小比例；地球与月球的

自转速率。许多据此假说建

立的早期模型模拟结果表明，

月 球 中 大 部 分 物 质（60% 到

80%）来自碰撞星体而不是地

球，月岩内同位素含量更应该

与碰撞星体一致，而不是与地

球高度相似。但 2001年开始对月岩中氧等多种元素检

测后发现，同位素含量和比例与地球岩石高度一致。

为解释这种相似性，科学家们提出了许多月球形成

的新模型。其中 2007 年提出的硅酸盐模型认为，低能

碰撞使得两个天体的硅酸盐地幔混合，最终形成月球；

另一个 2015 年提出的模型认为，高能碰撞将两个天体

全部气化，形成巨大的超流体圆盘，一部分超流体最终

结晶形成月球。根据预测，第一个模型中月球钾-41的

含量比地球低，第二个模型中月球钾-41 含量比地球

高。这次的新检测结果似乎更支持高能碰撞模型。“或

许只有高能碰撞才能制造高温过程，使得月球形成中较

重的钾元素优先从蒸汽中凝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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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亚盖亚””航天器艺术构想图航天器艺术构想图

欧空局发布的由“盖亚”首批数据制成的银河系恒
星图。

日本冈山县立大学教授儿

玉由美子以“艺术的社会性”为

主题，研究环境艺术与科技、经

济、教育等互相关系。她在北京

奥运会期间展示的 LED 可视通

信艺术作品“深林的悄悄话”受

到了好评，是入选国际奥委会主

办的“奥运好艺术展”唯一的日

本人。13 日至 16 日，她的 LED

可视光通信艺术作品在位于东

京的“中国文化中心”展出，吸引

了大批观众。

图为儿玉由美子向观众讲

解可视光通信艺术作品。

本报驻日本记者 陈超摄

以以LEDLED可视光通信技术诠释可视光通信技术诠释““艺术的社会性艺术的社会性””

据新华社拉斯韦加斯 9月 13日电 （记者张超
群）2016 年美国国际太阳能展 13 日在美国拉斯韦加

斯会展中心开幕。为期 3 天的展会吸引了全球 600

多家企业参展，中国参展企业超过 50家。

本届展会上，如何将太阳能技术更好地向城市

居民推广是讨论热点之一。业内人士普遍认为，打

造零排放的智能住宅是未来推广太阳能产品的一大

方向。美国太平洋瓦斯电力公司高管史蒂文·马尔

奈特在展会上说:“太阳能电力可以让客户感到他们

消费的能源对环境是无害的。”

美国智能电力联盟高管考夫曼指出，本次展会

上可以看到，光伏企业正致力于解决产能的间歇性

等问题，整个行业在朝着正确方向前进。

中国展商的产品主要集中在太阳能光伏产品、

太阳能热利用产品和太阳能光电应用产品，如比亚

迪公司推出的最新款太阳能光伏板和蓄电系统。

国际太阳能展关注零排放智能住宅
科技日报联合国9月 13日电 （记者王心见）第 71

届联合国大会 13日下午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

联大的主题是“可持续发展目标：共同努力改造我们的

世界”。

来自斐济的彼得·汤姆森当天在联合国大会厅正式

宣誓就任新一届联大主席。他在致辞时说，本届联大将

继续努力促进和平、反恐、解决移民问题、缓和人道主义

危机等，并推动国际社会落实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将于今年年底任期届满，本届

联大期间将迎来新一任联合国秘书长。汤姆森说，联大

将尽力协助秘书长交接工作，并将继续密切与联合国其

他机构的关系。

潘基文在致辞中说，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第一年

至关重要，联合国各会员国应从政策、计划和资金等方

面为此提供支持。他还呼吁共同努力使应对气候变化

的《巴黎协定》尽早生效。

来自联合国 193 个会员国的代表等出席了当天的

开幕式会议。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刘结一出席会议。

联合国大会是联合国主要的审议、监督和审查

机构，由联合国全体会员国共同组成。大会于每年 9

月至 12 月举行常会。常会通常分两个阶段，前段为

一般性辩论阶段，后段为大会审议列入议程的各项

议题阶段。

今年 9 月 20 日至 26 日将举行本届联大一般性辩

论。各国领导人将汇聚联合国总部，就广泛的国际问题

发表各自看法。这期间还将举行一系列高级别会议，如

9 月 19 日将举行联合国应对难民和移民大规模流动问

题的高级别会议、9月 21日将举行《巴黎协定》批准书交

存仪式等。

第71届联合国大会聚焦可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