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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首次发现液态水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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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有温度 服务更暖心
7月20日，兴业银行呼和浩特新华支行接待了一位特殊的客户李阿姨，她表示自己弟

弟李先生得了重病，卧床无法行动，虽然通过水滴筹募集到了部分医药费，但需要本人开
卡才能支取，咨询如何申请银行上门办卡服务。

兴业银行工作人员向李阿姨了解了李先生患病情况和金融服务需求后，及时启动绿
色通道服务，委派客户经理崔吉欢和大堂经理苏龙跟进，驱车十几公里赶赴厂汉板村的
李先生家中，现场提供了开卡服务，使得水滴筹的善款能以最快的速度通过兴业银行借
记卡送达李先生手中。

据悉，兴业银行呼和浩特分行秉承“服务源自真诚”的理念，认真落实监管部门消费
者权益保护政策，持续完善特殊客群上门服务等绿色通道服务，在合规前提下优化审批
流程，提升服务效率，为客户提供更为贴心的金融服务。“想客户之所想，急客户之所急”，
人性化的举措让兴业银行的金融服务暖心、贴心。

人类在火星探测征程
中又迎来一项重大进展：第
一次在这个“红色星球”上发
现了液态水湖（见图）。

7月25日，国际学术期刊
《科学》在线发表文章《火星冰
川下液态水的雷达证据》，其
中提到，科学家在火星南极
的冰川下，发现了宽度约20
公里的液态水湖———水湖非
常冷，里面充满了盐和其他
矿物质混合物。

这一发现是由意大利科
学家罗贝托·奥罗塞领衔的
科研团队，通过欧洲航天局
2003年发射的火星探测器

“火星快车号”所携带的雷达
探测到的。美国科罗拉多大
学博尔得分校西南研究所的
物理学家David Stillman发表
在《科学》的文章里，对这项成
果评价道：火星上第一次出
现咸水含水层的迹象，这是
一个非常令人兴奋的结果。

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
科学传播专家庞之浩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表示，此次发现
对于人类探索火星的征程具
有重大意义。

其一，对寻找火星生命
具有很大参考价值，虽然在

含盐量极大的环境下很难存
在生命迹象，但找到水，意味
着满足生命存在的首要条
件；其二，对未来载人登陆火
星产生积极影响，液态水可
分解为氢和氧，供航天员和
火星载人飞船使用；其三，对
研究火星和地球演变有重要
用途，很多迹象表明，火星环
境在几十亿年前与地球相
似，后来经过几十亿年的演
变导致大气稀薄、水分蒸发。

“从这些角度研究火星，
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为避免
地球‘朝着不适宜人类居住
的方向发展’提供借鉴。”庞之
浩说。

■火星上频现水的“身

影”

这并非人类第一次发现
火星液态水的痕迹。从上个
世纪60年代开始，全球科学
家探索火星环境的脚步就从
未停止，火星上存有水流痕
迹及含水土壤样本等研究成
果也频频见诸报端。

2001年，美国火星探测
器“奥德赛号”发现水流痕迹，
暗示火星曾经有过适宜生命

繁衍的环境特征，并可能繁
育过生命。

2003年，美国火星车“机
遇号”在一块岩石中发现了
丰富的黏土矿物，说明曾经
有大量的水流经并浸泡这块
岩石。

2004年，欧洲航天局“火
星快车号”探测器发现曾经
的海岸线和沉积物。已有证
据显示，火星上曾经两度存
在海洋。

2008年，美国火星探测
器“凤凰号”在北极附近的永
久冻土带采集和分析火星土
壤样本，进行了5个月的成功
探测，第一次证实火星上确
实有水存在。

2011年，美国国家航空
航天局在美国科学期刊《科
学与自然》电子版上刊登文
章称，“好奇号”火星探测器发
现火星表面36亿年前出现过
的淡水湖，可能存在过微生
物。2012年2月，“火星快车号”
上的雷达探测发现火星北部
平原的地下存在一层低密度
物质，可能是某种富含冰的
沉积物。这说明如今的红色
行星可能曾经是一个蓝色星
球。

今年年初，美国火星勘
测轨道飞行器的最新探测显
示，大约1/3的火星表面拥有
浅层冰盖，并且发现巨大冰
层。根据《科学》杂志发表的最
新研究成果，欧洲航天局火
星探测器“火星快车号”的雷
达倾听无线电波的反射，科
学家们“看到”了火星的南极
冰川下“小而明亮”的回声。反
射不仅表明了冰下的岩石，
而且表明了液态水的存
在———是一个液态水湖。

■火星上有“水”和火

星上有“湖”意义不同？

这一最新发现是否可以
完全确认液态水湖的存在，
又将对未来的火星征程有何
影响？

庞之浩认为，根据欧洲
航天局火星探测器“火星快
车号”的探测结果，基本可以
确定液态湖的存在。但是，美
国的火星勘测轨道飞行器等
其他火星探测器还未显示这
一成果，因此还有待下一步
的探测验证。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
研究员郑永春说，根据《科学》

杂志上雷达显示的图像，目
前存在两种可能性，即高浓
度的卤水或含有泥沙和水的
痕迹物，基本上能够大致确
认液态水湖，但完全确认还
需要进一步证据。

■人类移民火星不再

是梦？

液态水湖的发现，无疑
翻开了人类对于火星移民幻
想的新篇章。中国探月工程
首任首席科学家、中国科学
院院士欧阳自远在网络平台
上谈起自己对此事的看法：
人类对火星的探测与研究，
主要的科学目标是为了探测
火星上是否有生命，科学家
根据地球的经验认为，一旦
有了液态水就可能孕育生
命，从而通过找水去发现生
命。

如今，水甚至湖存在的
痕迹都探测到了。但在欧阳
自远看来，发现地下水体并
不意味着火星移民就在眼
前，“发现地下水并不是最重
要的，移民火星不能依赖去
开采地下深处孤立分散的地
下水，要使火星表面形成水

体的循环，才能永续利用”。
他认为，想把火星改造

成与地球接近的生存环境，
首先要提高火星表面的温度
和大气层的密度。在地球上，
人们常常说要降低二氧化碳
的排放，但是火星上却刚好
相反，需要大量地增加二氧
化碳的排放，甚至在火星表
面人为大量排放二氧化碳，
造成温室效应以提高火星表
面温度，引起火星极地冰盖
融化，使火星表面有水体的
运动———这是科学家的梦
想。

他还提到，我国将于
2020年进行首次火星探测，
其科学目标之一就是探测和
圈定火星全球地下水的分布
和水量估算。

“一旦水的问题解决了，
就能移民火星了？”中国航天
科工二院研究员杨宇光不同
意这个观点。他说，想要实现
火星移民，最核心的问题是
磁场，“没有磁场，太空辐射足
以致命，即使改造了大气，也
会被太阳风吹掉”。在杨宇光
看来，现阶段来看，人类尚不
具备移民火星所需要的基本
技术。（据《中国青年报》）

近年来，雾霾进入公众
视野，PM2.5指数和温度一
样，成为人们每天出门前必
须考察的“项目”，空气净化
器也渐渐成为标配家电。

雾霾的研究、治理也全
面展开，近几年中国科学家
取得了不少成果，但雾霾成
因一直是存在争议、不易攻
克的难题。

近日，复旦大学王琳科
研团队，在这个难题上跨出
了重要一步。污染城市空气
的纳米微细粒子是怎样从
不可胜数的空气分子中形
成的？他的团队把这件事解
释清楚了。

该科研团队首次发现
并证实了我国典型城市上
海大气中的硫酸—二甲
胺—水三元成核现象，揭示
了上海大气污染纳米微细
粒子形成，也就是所谓大气
新粒子形成的化学机制。这
为我国大气颗粒物污染防
治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新的
科学证据。

【释疑1】

什么是大气污染新粒

子？

大气污染新粒子是工

厂汽车等排出的气态污染
物转变成的固体颗粒物。
很多人认为，工厂和汽车
尾气排放是造成PM2.5颗
粒物污染的主要原因之
一，这其实是由人类活动
或者自然活动所带来的大
气颗粒物直接排放，在研
究者的“术语”中被称为

“一次排放”。除了“一次排
放”，空气中还时常发生着
颗粒物的“二次形成”。“二
次形成”是指排放的气态
污染物转变成固体颗粒物
的过程。人类活动排放的
大量气态污染物如二氧化
硫SO2、氮氧化物NOx、氨
气NH3、挥发性有机污染
物（VOCs）等，在大气中被
氧化产生硫酸盐、硝酸盐、
铵盐和二次有机气溶胶
（SOA）。这些新生成的细颗
粒物是大气中PM2.5的重
要来源。

“全球范围内，二次颗
粒物贡献率在20% -80%
之间，在我国中东部地区
常常高达60%，在成霾时
往往二次颗粒物所占比
例更高。”2014年中科院
发布的《2014科学发展报
告》指出。

“二次形成”让大气中
颗粒物“变多”的过程，就是
大气中部分气体分子随机
碰撞，通过分子间作用力或
化学键生成分子团簇，分子
团簇的进一步生长则形成
纳米微细粒子，也就是大气
新粒子；这些纳米微细粒子
继续生长，则造成PM2.5污
染。

但具体到大气新粒子
形成事件的化学与物理机
制，一直是一个未解之谜。

【释疑2】

雾霾成因的研究难在

哪？

这个未解之谜，是大气
化学研究领域的难点之一。

王琳表示，通过测量3
纳米以下颗粒物浓度来判
断是否发生了新粒子形成
事件已经很难了，还要想办
法把与这一过程相关的气
态前体物和分子团簇的化
学组分测出来，再识别其中
哪些分子和分子团簇对这
一事件有着比较直接相关
的贡献。“从测量到识别再
到形成机制的推导，每一步
骤的推进都是‘难上加难’

的突破。”
2014年3月到2016年2

月，利用国际上最新发展的
纳米颗粒物粒径放大技术，
王琳团队针对这一难题在
上海开展了长达两年的连
续大气观测。2016年3月到
2017年7月，他们又花了一
年半的时间，完成对收集来
的海量数据的系统整理和
深入分析。

最后，团队首次发现并
证实硫酸—二甲胺—水三
元成核机制，可用于解释我
国典型城市大气中的大气
新粒子形成事件。

对于这项工作，王琳这

样比喻：“相当于从133倍于
地球人口数的气体分子中
找出了最关键的2个，一个
是硫酸分子，另一个是二甲
胺分子，它们碰到一起，就
可能发生大气新粒子形成
事件了。”

【释疑3】

新发现对治霾有何帮

助？

针对性地控制化学物
种，降低颗粒物浓度。

在中国典型的城市环
境中，除了加强对污染物一
次排放的监测和管理，对污

染物的二次形成也应予以
同样程度的关注和重视。

王琳认为，得益于此项
研究中提出的化学机制，参
与大气新粒子形成过程中
的关键化学物种将得到更
有针对性的控制，从而有望
有效降低空气中颗粒物的
数量浓度，减轻大气颗粒物
污染。

另外，从更大维度来
看，将这一机制运用于全球
气候模式中，能更好地模拟
全球大气颗粒物乃至云凝
结核的数目，更好地理解整
个地球的气候变化趋势。

（据《新京报》）

复旦学者发现大气污染新粒子成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