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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其他星球，一直是人类的梦想。想要移

民，首先要找到一颗有水的星球。好消息来了。

日本东北大学的一个研究团队日前发布

消息称，他们通过分析月球陨石，首次找到了

月球中低纬度存在水的直接证据。该项研究

发表在《科学》的子刊《科学进展》上。

仅300块月球陨石被验明正身

天上掉下来的石头那么多，怎么知道这一

块来自月球？

陨石发烧友、中科院国家天文台《中国国

家天文》杂志编辑张超介绍，月球陨石属于无

球粒陨石中的一类。在所有陨石中，无球粒陨

石占比不到 10%，而月球陨石又是无球粒陨石

中比较稀少的一类，相当稀缺。

无球粒陨石和地球上的矿石很类似，不像

球粒陨石那样有明显的内部特征，很难辨认。

在无球粒陨石中，有一多半都来自灶神星。找

到一颗无球粒陨石，分析其化学成分、结构和

同位素组成，与采集的月球样品相比对，就能

知道它是否来自月球了。

月球陨石可大致分为玄武岩质、斜长岩

质和混合岩质三个类型，分别代表月海、高地

和冲击角砾岩。其

中 ，斜 长 岩 质 月 球

陨 石 也 常 为 角 砾

岩 ，因 富 含 斜 长 石

角砾而得名。

目前已经验明

正身并获得命名的

月球陨石仅有300多

块（含成对陨石），以

角砾岩为主，玄武岩

质的月球陨石仅有

数块。近年来，通过

研究月球陨石，科学

家对月球的水、岩浆

活动、新岩石类型等方面有较多新的发现。不说

话的陨石成为科学家了解月球的重要窗口。

水可能在月球上普遍存在

日本团队称，他们从在非洲找到的月球陨

石 LUNAR METEORITE NWA 2727 中，发

现了一种需要水才能形成的矿物质——斜硅

石。它的存在，强烈暗示月球上存在水活动。

日本科学家认为，该陨石来自月球中低纬度，

说明该区域存在水。

如何判断陨石来自月球中低纬度呢？中

科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平劲松解释道，月球中

低纬度位置被撞击溅射的岩石碎屑，多在白道

面附近飞行，容易被地球捕获。而月球高纬度

和极区位置被撞击产生的岩石碎屑则不易到

达地球。

事实上，这并不是科学家首次发现月球上

有水。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月球陨

石坑观测和传感卫星在月球南极附近的环形

山内探测到了水。印度的“月船-1”探测器记

录了月球表面以上稀薄大气中水的证据。

那么，首次发现月球中低纬度有水意味着

什么？平劲松指出，这说明水可能在月球上普

遍存在，人们或许不必一味地要去月球极地阴

影里寻找水了。

“如果真的是这样，未来的月球探测中将

更容易获得资源，这将大大增加人类未来在月

球上居住和开展基建的可能性。”香港大学地

球科学系博士后张晓佳说道。

每立方米岩石可提取6升水

如果月球上有大量的水，会是以什么样的

形态存在？

日 本 研 究 团 队 推 测 ，在 月 表 之 下 更 深

处 ，水 资 源 可 能 非 常 丰 富 。 鉴 于 月 球 地 下

温 度 较 低 ，水 很 可 能 以 冰 的 形 态 存 在 。 他

们 估 计 ，月 球 地 下 土 壤 中 的 含 水 量 可 能 高

达 0.6%—— 每 立 方 米 月 球 岩 石 可 提 取 约 6

升水。

平劲松表示，岩石结晶水、表面一定深度

下部的水冰、更深处存在的液体水层，以及深

部岩石缝隙里的液态水等等，都可能是月球上

水的形态。

6升水相当于 12瓶 500毫升装的纯净水水

量。假如人类真的移民月球，该如何从岩石中

取水呢？

“对岩石结晶水，可以利用太阳能加热‘风

化’岩石结晶体，将水析出，冷凝收集。”平劲松

说道。

尽管日本研究团队的这项工作还不能用

从月球取回的已有样本来证实，但我们可以把

目光放得更长远些。随着未来各国探月计划

的陆续实施，人们将会获得更多的样本，逐步

揭开月球上是否有水的谜底。

月球上有水吗？陨石知道答案

这次月全食的有趣之处还在于，它位于两

次日食中间。7 月 13 日发生了一次日偏食，28

日凌晨发生月全食，等到 8月 11日又会出现一

次日偏食。

不到一个月内，三场天文好戏连连看，背

后又有什么奥妙？

前后都有日食“奉陪”

随着人类科学的进步，月全食有了科学的

解释，不再被看作“天狗吃月亮”或不祥之兆。

其实，作为一种比较独特的天象，月全食是科

学家进行天文观测的宝贵窗口。

平劲松介绍，历史上对月全食的观测，让

人类认识到地球是圆的，也支持了日心说取代

地心说。自从有了牛顿定律和开普勒定律来

演算地球轨道、月球轨道之后，天文学家又开

始利用月全食来观测月球对其他恒星的遮掩

现象。

这种观测有几个作用。

一个是由于恒星的位置相对已知，通过对

月全食进行观测，即使没有探测器飞到月球上

去，也能够精确测量月球形状和边缘的形貌。

反过来，在精确测量月球的形状之后，依据地

月运动规律，在发生恒星遮掩月球现象时，可

以通过观测来推测暗弱恒星的空间位置。

此外，在发生月全食时，还可以通过月球

探测器来探测月全食导致的月球空间环境的

变化。因为这种时候，太阳风会突然被地球遮

挡，月球表面的电离效应会发生很大变化。

说到月球探测器，月全食也会对它们产生

一些影响。

平劲松介绍，月球探测器一般以太阳能作

为能量来源，一旦发生月全食，就相当于暂时

“断粮”，失去了能量来源。而且，没有了光照，

探测器会处于极端低温环境，反过来又需要耗

费大量电能。所以对它来说，确实是比较难熬

的时光。

所以月球探测器在设计过程中一般也会

考虑到月全食的影响。假如真的碰上了月全

食，一个帮助月球探测器“熬”过来的有效办法

就是关闭其他高耗能工作任务，使剩余的能量

能够维持其基本运转，且不被冻坏。

天文观测的宝贵窗口

据测算，此次月全食于 28日 2时 24分发生

初亏，6 时 19 分复圆。其间约 1 小时 44 分钟，

月球完全处在地球阴影中。为什么持续时间

这么久？月全食的时间又是由什么决定的？

我们知道，地球绕着太阳公转，月球又绕

着地球公转。发生月食的条件是，地球处于月

球和太阳中间，挡住了太阳光。月全食持续的

时间长短和太阳、地球、月球三者的位置关系

密切相关。

中科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平劲松介绍，这

次月全食的时间比较长，与月球恰巧位于远地

点，与地球的距离比较远有关。

“根据开普勒第三定律，行星沿椭圆轨道

绕主星体运转，它在单位时间扫过的面积相

等，由于月球位于远地点时，是绕地球公转速

度最慢的时候，因此穿过地球阴影的时间就

长。”平劲松说。

解释月全食持续时间，地月距离是最老生

常谈的原因。但是这只是其中一个因素。

平劲松介绍，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日地

距离。现在夏至刚过去一个月，夏至是一年当

中日地距离最远的时候。同样根据开普勒第

三定律，这也是一年当中地球绕太阳公转速度

比较慢的时候。

也就是说，在太阳、地球、月球正好运行到

一条直线上时，地球运转速度比较慢，其阴影

遮挡月亮的时间比较长，这也会使月全食的时

间加长。

两个因素叠加起来，就形成了本世纪持续

时间最长的月全食。这两个因素的叠加可并

非易事。未来几十年内可能还会发生很多次

月全食。但月全食出现时，月球并不位于远地

点，或者地球并不位于远日点，月全食时间都

会相对缩短。所以这时长 1 小时 40 多分钟的

月全食真可谓大大的巧合。

假如你曾看过月全食，也许曾留意，月全

食出现时，月亮表面会变得红通通的。正因如

此月全食又被称为“血月”。

平劲松解释说，发生月全食时，月球处于

地球的影子里，按说在地球上用肉眼看不到月

球。但是地球的大气相当于一个球状透镜，一

部分日光通过这个球状透镜发生了折射，照到

了月球上。

而且，在太阳光穿过地球大气的过程中，除

了红光之外，其他波长较短的光大多被大气层

散射向四面八方。波长比较长的红光照到月亮

上面，月亮又把红光反射到地球上。所以发生

月全食时，地球上的人们看到的月亮红通通的。

可观赏红月亮近两小时

7月底又有天文大戏上演——月全食。

这次月全食将出现在北京时间 7 月 28 日

凌晨，不管你在中国什么地方，都将有机会目

睹。如果以前没有认真欣赏过月全食，或者没

看够，这次千万别错过。

因为，据报道这次月食的全食阶段长达

1 小时 44 分钟，可能是本世纪持续时间最长

的月全食。

“这也是一种巧合，只是按照太阳、地球、

月球的运动规律，碰巧在这段时间出现了这种

现象。”平劲松说。

这个巧合细究起来，也是一件很有意思

的事。这还得从太阳、地球、月球之间的关系

说起。

“以地球为参照物，太阳绕地球运动的轨

道被称为黄道，周期为一年。月球绕地球运动

的轨道被称为白道，周期为一个月。这两个平

面并不重合，中间存在大概 5°9′的夹角。”北

京天文馆馆长朱进介绍。

出现日食的条件是，太阳、月球和地球在

一条直线上，月球挡住了太阳的光线。出现月

食的条件是，太阳、地球、月球在一条直线上，

地球挡住了太阳的光线。所以日食发生在新

月时，月食则发生在满月时。

“但黄道和白道并不重合，所以虽然新月

和满月频繁出现，太阳、地球、月球的位置并不

总能构成一条直线，所以未必会出现日食或月

食。”朱进说，只有太阳位于黄道和白道的交点

附近，同时又出现新月或满月时，才会出现日

食或月食。

朱进介绍，这次出现两次日食“夹”一次月

全食的情况，巧就巧在，太阳最近运行到了黄

道和白道的交点附近，月球也正往交点方向运

行，而且出现新月，因此发生了日食。半个月

后，月球运行到交点附近，赶上满月，又出现了

月全食。再过半个月，月球又变成了新月，太

阳仍在交点附近，月球距离交点也不远，所以

还会出现一次日食。

日食和月食，到底哪个更常出现？平劲松

介绍，根据地球和月球运行规律，大约每 18.6

年日月食的发生规律就会大致重复一次。在

每 个 周 期 里 ，日 食 发 生 的 概 率 高 于 月 食 约

40%——日食每年约发生 2.1次，月食每年约发

生 1.5次。

“但由于日食发生时，在地球上的阴影区范

围窄小，从同一个地区日食、月食的可见情况以

及日食、月食在地球上可见区域面积考虑，月食

的可见概率还是高于日食的。”平劲松说。

本报记者 刘园园

本报记者 唐 婷

周六凌晨周六凌晨，，一起来看加长版月全食一起来看加长版月全食

提起“射手座”，不少人会联想到在凛冽冬日里过生日的小伙伴们。其实，在

璀璨的星河中，“射手座”是一个非常醒目且故事和内容相当多的一个星座。

“射手座”是我国民间一种非正式的叫法，在天文学领域，其正式的名称为人

马座（拉丁语：Sagittarius）。人马座是一个南天黄道带星座，面积 867.43 平方度，

占全天面积的 2.103%，在全天 88个星座中，面积排行第十五。在人马座中，亮于

5.5等的恒星有 65颗，最亮星为箕宿三（人马座ε），视星等为 1.85。

人马座在夜空中非常好找，它位于最漂亮的银心的左侧，与右侧张牙舞爪的

天蝎座隔河相望。其形体结构也非常明显，最标志性的就是人马射手的身体上

半部分和弓箭组成的茶壶形状，因此人马座也经常被一些天文爱好者戏称为“茶

壶座”。人马座因为是一个南天黄道带星座，所以其观测位置不高，多数情况下

贴着地平线。在我国纬度高的地方，都不能完整地看到人马座。在纬度低的南

方，漂亮的人马座才得以完整呈现。

人马座位置显赫，易于观测，因此在中国及世界不少国家的历史文化中，都

有着丰富多彩的故事。在古希腊神话中，人马族是半人半兽的族群，而其中的成

员奇伦生性善良，对待朋友尤以坦率著称，所以奇伦在族里十分受人尊崇。有一

天，希腊英雄赫丘力来到人马族，逼迫他们要享用宙斯赐予的美酒。迫于无奈，

人马族人只能照办。所有人马族都厉声斥责赫丘力，赫丘力怒气冲天，拿起神弓

追杀人马族。人马族们仓皇逃至受人尊敬的族人奇伦家中。奇伦在家中听见了

屋外万蹄奔踏及惊慌的求救声，想都没想，开门直奔出去，说时迟那时快，赫丘力

拉满弓瞬间射出去，竟然射中了奇伦的心脏，善良无辜的奇伦为朋友牺牲了自己

的生命。天神宙斯听见了人马的嘶喊，于是他双手托起奇伦的尸体，往天空一

掷，奇伦幻化成数颗闪耀的星星，形体就如人马族。为了纪念奇伦，这个星座就

称为人马座，也称做“射手座”。

在我国古代传统文化中，人马座被分成两部分，分别是南斗六星的斗宿和人

马弓箭下边的箕宿。而用来量米的斗和用来扬粮食的箕则是古代农民最常用的

农具。

有北斗就有南斗。位于人马座的南斗六星是古代中国神话和天文学结合的

产物。南斗六星分别为天府星、天梁星、天机星、天同星、天相星、七杀星，他们在

南天排列成斗（或勺）的形状，因此被称作南斗六星，而这个区域在二十八宿中属

于斗宿，为北方玄武七宿（斗、牛、女、虚、危、室、壁）之第一宿。其中第三星天机

为尽善尽美之星，是智慧与益寿之宿，所以此星代表的人聪明绝顶，才华无双。

因南斗专掌生存，故中国民间又称其为“延寿司”。

箕宿四星（人马座γ星、人马座δ星、人马座ε星、人马座η星）组成一个四

边形，形状有如簸箕，故而得名。

因为人马座在最华丽的银心左侧，所以它包含着多达 15 个漂亮的梅西耶

天体，其中不乏由三块红色的光斑组成的十分漂亮的“三叶星云”、天空中最

明亮的发射星云“马蹄星云”、用双筒望远镜容易看到的礁湖星云（M8）等明星

深空目标。

人马座（射手座）位置显赫，故事众多，内容丰富，而眼下又是最好的观测时

节。快邀约三五好友，一起去欣赏这个夜空中戏份最多的明星星座吧。

（作者系新华社图片编辑）

夜空中“戏份”最多的射手座

王俊峰

在四川巴朗雪山之巅，仰望银河两侧的人马座和天蝎座。
卢美华摄

在城市的郊外，和古老的人马座对话。 翁锐摄

视觉中国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