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学家发现系外彗星上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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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现 13

天文学家首次在我们

的太阳系中发现了水的痕

迹，而它来源于太阳系以

外的其他地方。这些来自

外星系的水似乎正在从一

颗名为 2I/Borisov 的彗星

上喷出，后者则正处于从

星际空间飞向太阳的旅途

中。

德国加兴欧洲南方天

文 台 天 文 学 家 Olivier

Hainaut 说 ：“ 那 里 有 水

——这很酷，这太棒了。”

他表示，这个发现并不让

人感到奇怪，因为大多数

彗星都含有大量的水。但

是在一颗星际彗星上确认

水的存在却是向着了解这

种物质如何在恒星间流动

迈出的重要一步。

Adam McKay 是马里

兰州格林贝尔特市美国宇

航局戈达德太空飞行中心

的天文学家，他领导的团

队日前在 arXiv 预印本服

务器上报告了这一发现。

自从8月30日Borisov

彗星被发现以来，天文学

家就一直热切地追踪着

它，因为这颗彗星的轨迹

表明它来自于外太空，而

不是像大多数彗星那样来

自外太阳系。

Borisov彗星围绕着一

颗遥远的未知恒星而形

成。数十亿年前，一定是有

什么东西把它踢出了轨

道，并将其送到了这里。这

是天文学家继 2017 年的

Oumuamua 彗星之后发现

的第二颗星际天体。

McKay和他的同事在

新墨西哥州的阿帕奇点天

文台用 3.5 米的天文望远

镜探测了 Borisov 彗星反

射的太阳光。

10 月 11 日，研究人员

在来自这颗彗星的光谱中

发现了一个明显的氧信

号。尽管彗星可以通过几

种不同的方式产生氧，但

研究人员说，最可能的解

释是彗星上的水被分解成

氢和氧。

科学家将彗星上的水

含量与氰化物含量进行了

比较——其他研究人员此

前曾报道过氰化物含量。

结果表明，Borisov 彗星上

的水和氰化物比例与太阳

系彗星的比例相一致。这

进一步证实了科学家的观

点，即尽管 Borisov 彗星来

自一个不同的恒星系统，

但它与大多数太阳系彗星

并没有那么大的不同。

马里兰大学帕克分校

天文学家 Matthew Knight

说：“到目前为止，所有的

迹象都表明这种情况并不

罕见。”

Borisov 彗星将在 12

月初飞过太阳。当它靠近

太阳时，后者的热量将使

彗星变暖，并导致其彗核

喷出气体和尘埃。天文学

家预计在未来几周内会看

到更多的水和其他分子的

迹象。

“这个领域几乎每天

都 在 变 化 。”Hainaut 说 ，

“这是实时的科学。”

天文学家之前于2017

年 10 月 19 日在夏威夷毛

伊岛使用 PanSTARRS-1

望远镜发现了 Oumuamua

彗星。在数小时内，他们就

已判断出该天体的轨迹与

其他已知天体不同，表明

闯入者一定来自太阳系以

外的地方。在夏威夷语中，

“Oumuamua”的意思是“一

位来自远方的信使”。而随

后的研究显示，它可能是

首个从星际空间来到太阳

系的访客。

对 Oumuamua 彗星轨

道的仔细观察显示，随着

其在太空中穿行，该天体

正在以比预期更快的速度

被推向远离太阳的方向。

那可能缘于冰——在加热

后会向太空中喷射气体。

这恰恰是彗星而不是小行

星的特征，尽管 Oumua-

mua 彗星从来没有展示过

伴随大多数彗星的由气体

和尘埃构成的“光辉”的尾

巴。

在考虑了其他可能的

解释后，研究人员得出结

论，这种效应来自于同彗

星 类 似 的 释 气 。当 Ou-

muamua彗星接近太阳时，

它开始受热，同时冰冷的

内核开始融化。这一过程

释放出的气体进入彗星表

面并向外喷射，从而给该

天体提供了推力。

（据《中国科学报》）

《中国科学报》消息

鼹鼠不像其他任何动物那

样走路。一项新的研究发

现，这些被天鹅绒覆盖的

小动物的步态类似于一个

快速行走的人，前提是这

个人在使用一根拐杖。

为了进行这项研究，

科学家在X光机上安装了

高速摄像机，用以仔细观

察一些鼹鼠。他们让这些

小动物走过实验室中的一

条塑料隧道。在行走时，任

何其他有脊椎骨的四足动

物，以一只猫或一条狗为

例，都会将四肢置于身体

的下方。然而视频显示，鼹

鼠走路的时候总是把胳膊

摊在身前，身体的其他部

分则总是拖在后面。

科学家在 10 月 29 日

出版的《生物学快报》上报

告说，为了迈出第一步，这

些鼹鼠把每只“手”的第六

根手指——也就是我们所

谓的“假拇指”——放在地

上，并利用它们拉动身体向

前移动，就像人类用助行器

或拐杖拉动自己一样。

像这样的移动意味着

鼹鼠的“手”仅与地面有短

暂的接触，就像一个快速

行走的人，他的脚在接触

地面片刻后便又迅速抬起

了。

这种独特的运动方式

让鼹鼠在快速穿过它们的

地下走廊时可以将“手臂”

伸到身体前面。在行走过

程中向外伸展四肢可能会

保护它们辛辛苦苦建造的

隧道，因为如果鼹鼠蜷缩

着穿过狭窄的通道，弯曲

的四肢可能会撞到隧道壁

上，从而破坏隧道。研究人

员表示，理解像鼹鼠这样

的地下动物的移动机制，

可以启发研究人员进行救

援和抢险机器人的设计。

（赵熙熙） 宇宙“鬼脸”：两个星系的正面碰撞

《科技日报》消息 在哈勃太空望远镜近期拍摄的

照片中，科学家看到了一张宇宙中的“鬼脸”——一对发

光的“眼睛”怒目而视，“鼻子”和“嘴”的轮廓依稀可辨。

这并非来自遥远宇宙的“幽灵”，而是两个星系之

间的正面碰撞。每个“眼睛”都是各自星系明亮的核心，

“脸”的轮廓由一圈年轻的蓝色天体描绘而成，其他星

群则形成了“鼻子”和“嘴巴”。

星系碰撞在宇宙中相当普遍，但大多数只是“擦肩而

过”，损失一些星系外部的恒星。惨遭遗弃的恒星被强大

的引力牵扯走，抛掷到太空。而这张“脸”则是两个星系正

面撞击的结果，如同上演了宇宙版的《泰坦尼克号》。

星系正面撞击通常会在短时间内（大约1亿年）形

成引人注目的“环”结构。撞击将星系中由气体、尘埃和

恒星组成的圆盘向外拉伸，中央区域则变得相对空洞，

“脸”的轮廓便由此诞生。值得一提的是，这张“脸”上的

两个“眼睛”大小相差不大，可推断出碰撞的两个星系

“身材”相近，才没有发生更常见的小星系被大星系吞

噬的碰撞事件。 （于紫月）

《科技日报》消息 现

有理论认为，宇宙始于一

场大爆炸。据物理学家组

织网日前报道，迄今为止，

这场大爆炸是如何发生的

——所谓的超新星爆炸的

点火方式一直是个未解之

谜。在近日发表于《科学》

杂志的一篇论文中，美国

研究人员详细介绍了可能

引起宇宙大爆炸的机制，

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宇

宙起源模型。

最新论文合著者、美

国中佛罗里达大学（UCF）

机械和航空航天工程系助

理教授卡里姆·艾哈迈德

说：“我们定义了关键标

准，在此标准下，我们能驱

动火焰自行产生湍流，自

发加速并转变为爆炸。”

艾哈迈德进一步解释

道：“我们利用湍流增强这

些反应，使其转变成剧烈

的反应，导致类似超新星

爆发那样的爆炸，我们正

在努力使火焰以 5 倍于声

速的速度发生反应。”

研究人员在探索高超

音速喷气推进方法时，发

现了这个产生宇宙大爆炸

型爆炸的标准。艾哈迈德

说：“我们探索了这些用于

推进的超音速反应，结果

无意中发现了这种看起来

非常有趣的机制。更深入

地研究后，我们意识到这

与宇宙起源几乎一样。”

研究人员称，整个过

程的关键是施加适量的湍

流，并将其与无限量的火

焰相混合直到它能够持续

反应，这时火焰开始燃烧

吸收的能量，导致5马赫高

超声速超新星式爆炸。

这项研究在 UCF 的

推进与能源研究实验室进

行，其拥有美国唯一的用

于测试高超音速反应的湍

流冲击管，该冲击管允许

在封闭环境中创建和分析

爆炸。研究人员使用超高

速激光器和照相机对爆炸

进行测量，并指出需要哪

些因素才能使火焰发生高

超声速且剧烈的反应。

研究人员指出，最新研

究有望提升航空航天飞行

的效率以及发电的效率（包

括零排放等）。 （刘 霞）

宇宙始于一场大爆炸?

科学家破解鼹鼠神秘步态 肥胖加剧死亡风险 但对男女影响有别

英国一项新研究发现，肥胖与全世界三分之二的

非传染性疾病造成的死亡相关，但男女因肥胖罹患某

些疾病的风险有所不同。牛津大学研究人员日前在美

国《科学公共图书馆·遗传学》期刊上发表报告说，通常

肥胖被认为会加剧心脏病和2型糖尿病的死亡风险，

然而随着世界范围内肥胖率的持续上升，人们不得不

考虑肥胖是否还会导致或加剧其他疾病的死亡风险。

研究团队利用来自英国生物医学库中约22.8万名

女性和19.5万名男性的基因数据和3种不同的肥胖测

量方法，进行了一项分析。结果显示，肥胖会引发多种

可导致死亡的非传染性慢性疾病，包括冠心病、1型和2

型糖尿病、中风、慢性阻塞性肺病、肺癌、非酒精性脂肪

肝、慢性肝病和肾功能衰竭等。研究人员同时发现，女性

肥胖者罹患2型糖尿病的风险高于男性，而男性肥胖者

罹患慢性阻塞性肺病和慢性肾病的风险高于女性。

研究人员表示，他们的调查结果有力地证明肥胖

会加剧多种疾病的死亡风险，而且肥胖对男性和女性

产生的健康影响有所不同，这凸显了采取公共卫生措

施来控制肥胖趋势蔓延、并针对男女设计不同预防方

案的重要性。 （据新华社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