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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现 13

太阳作为太阳系中的

唯一一颗恒星，每分每秒

都在释放着巨大的能量，

为太阳系内的所有天体带

来光和热。

而受益于太阳光和热

最多的星球莫过于我们的

地球了，地球上所有生命

的存续都有赖于太阳的照

耀。根据有关科学家计算，

太阳每秒钟所释放的能量

足以供全人类使用25万年

以上，而在地球上我们所

能够获得的太阳能量其实

是微乎其微的。

不过，能量并不会凭

空产生，太阳既然能够释

放如此巨大的能量，那么

能量来自于何处呢？就来

自于太阳本身的“燃烧”，

在高温高压的作用下，太

阳上的氢聚变成为氦元

素，在这个过程中巨大的

能量被释放出来，而随着

能量的释放，太阳上的燃

料也随之消耗掉了。随着

燃料的消耗，太阳质量也

随之降低。

太阳的质量耗损

太阳的质量耗损有多

大呢？每当谈及天体的质

量变化，总会有人好奇，人

类是如何得知相距甚远的

天体的质量是多少，而质

量又是如何变化的呢？那

么我们以太阳的质量耗损

为例简单地说上一说。太

阳作为一个球体，向外辐

射能量也是呈现球型状态

的，那么我们就可以以地

球和太阳之间的距离作为

半径画出一个能量辐射

球，利用球体表面积公式，

很容易就能够计算出这个

球体的表面积。

以地日距离为半径绘

制的能量辐射球体自然会

与地球接触，我们可以使

用精密的测量仪器来测量

地球轨道上一点所接收的

太阳辐射功率，知道了一

点的辐射功率，又知道了

辐射球体的表面积，就能

够计算出太阳辐射的总功

率了。有了太阳辐射的总

功率，只需运用质能方程

就能够计算出太阳质量的

损耗了。根据计算得出的

数据，太阳每秒钟所损耗

的质量就可以达到 400 万

吨以上。

地球越来越远

任何有质量的物体都

具有引力，引力的大小与

质量成正比。所以太阳质

量的损耗也就代表着太阳

引力的降低。太阳系作为

一个稳定运行的恒星系，

完全仰仗于太阳的引力作

用。在太阳的引力束缚之

下，行星、矮行星、卫星和

小行星在各自的轨道上有

序运行，而太阳引力下降

就代表着太阳对于太阳系

中所有天体的束缚能力下

降，那么这些天体也就必

然会逐渐远离太阳，其中

自然也就包括我们的地

球。

地球在逐步远离并不

是一个单纯的理论问题，

人类通过对水星的探测研

究，早已发现了水星轨道

的细微变化，并以此计算

得出了太阳的引力常数的

确处于减小的过程中。虽

说地球正在逐步远离太

阳，但是速度并不快，所以

我们无需担忧。

太阳每秒钟损耗 400

万吨的质量，听起来很多，

可实际上只是太阳质量的

九牛一毛，因为太阳的质

量达到了 1.9891✕10∧30

千克。所以太阳的引力随

着质量耗损而降低，但幅

度很小。

经计算，天体与太阳

的距离每增加一个天文单

位，则每年会远离1.5厘米

左右。地球与太阳的距离

为一个天文单位，所以地

球会以每年 1.5 厘米的速

度远离太阳，这样算下来，

10 亿年之后，地球和太阳

之间的距离也不过增加了

1.5万公里，而太阳与地球

的距离在1.5亿公里，也就

是说经过 10 亿年，地球和

太阳的距离才增加了万分

之一。所以地球的远离并

不会给地球生命带来致命

的影响，但是毕竟和太阳

之间的距离增大了，这是

否意味着地球会越来越冷

呢？

地球会越来越热

地日之间距离的增加

并不足以使地球越来越

冷，相反，地球反而会越来

越热。因为太阳的质量虽

然在减少，可亮度却在增

加。10亿年之后，地球距离

增加了1.5万公里，而太阳

的亮度却增加了 10%，这

是为什么呢？因为太阳所

释放的能量全部来自于太

阳内部的氢核聚变，而氢

核聚变会生成氦元素，在

氢元素耗尽之前，无法点

燃氦核聚变，所以氦元素

会堆积成为太阳的反应壳

层，反应壳层增厚会导致

氢核聚变变得更加剧烈，

所以太阳单位时间释放的

能量就会增加。

那么太阳 10%的亮度

提升对于地球而言意味着

什么呢？如果太阳亮度增

加 10%，那么地球的温度

就会显著提高，平均温度

甚至可以达到 50 摄氏度，

地球会越来越热。

（据《科技日报》）

新华社消息 由兰

州大学西部环境教育部

重点实验室和中国科学

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牵头

的一项最新研究发现，

2000 年前，人类活动的

影响已经超越了自然气

候变化的影响，成为东

亚 沙 尘 暴 变 化 的 主 要

因素。该研究将为我国

北 方 干 旱 半 干 旱 区 的

人 类 活 动 和 植 树 造 林

的 政 策 调 控 提 供 科 学

支撑。

这项研究成果于北

京时间 2 月 20 日发表于

国际顶级期刊《自然—通

讯》

研究团队负责人、中

国科学院院士陈发虎介

绍，科学评估自然气候变

化和人类活动在沙尘暴

活动中的相对贡献是极

具挑战的前沿科学问题。

团队过去的研究发现，东

亚夏季风降水变化对中

国文明的历史演化具有

重要影响。

2009 年 9 月，陈发虎

带领团队钻取了山西北

部一高山湖泊的湖芯样

本。“该湖泊位于黄土高

原之上，没有受到直接人

类活动干扰，是研究亚洲

沙尘暴变化与人类活动

关系的理想载体。”陈发

虎说，黄土高原是世界上

面积最大、沉积最厚的沙

尘暴堆积区，面积达到

64 万平方公里，该区域

的研究可揭示亚洲沙尘

暴的历史。

研究团队成员、中科

院青藏所研究员、兰州大

学兼职教授刘建宝介绍，

团队依托距今两千年的

高山湖泊记录，对比粉尘

源区人口数量、夏季风降

水量和沙尘暴强度后，提

取尘暴组分并据此重建

了过去两千年前东亚沙

尘暴的历史。研究发现，

在东亚夏季风增强时，人

类活动变强，沙尘暴增

多；而在东亚夏季风减弱

时，人类活动变弱，沙尘

暴减少。

刘建宝进一步解释

说，东亚夏季风控制着

东亚地区 60%以上的降

水量。在东亚夏季风增

强、气候趋好时，人口数

量急剧增多，农耕北进，

粉尘源区林草植被遭到

破坏，并伴随着土壤侵

蚀和沙漠化扩展，东亚

沙尘暴发生频率显著增

加；反之，在东亚夏季风

减弱、气候恶化时，人口

数量急剧下降，农牧界

线南移，粉尘源区植被

恢复，生态环境状况转

好，东亚沙尘暴发生频

率急剧减少。

该研究表明，由于人

类活动一直是主导东亚

地区沙尘暴的重要因素，

不论未来气候如何变化，

减少人类活动是控制该

地区沙尘暴活动最有效

的措施。因此，在该地区

因地制宜地实施可持续

土地利用政策将十分重

要。 （张文静）

首个新冠病毒
刺突蛋白全原子开源模型问世

《科技日报》消息 刺突蛋白在新冠病毒进入人体细

胞中起关键作用，使其成为新冠肺炎疫苗和抗病毒药物开

发的主要靶标。据物理学家组织网近日报道，一个国际科

研团队近日创建了首个刺突蛋白全原子开源模型，研究人

员称，科学家们可利用最新模型，针对新冠肺炎防治方法

开展富有创新性的模拟研究，从而促进疗法和疫苗的研发

进度。

来自韩国国立大学、英国剑桥大学和美国理海大学的

研究人员携手开发了最新模型。研究发表于最新一期《物

理化学B杂志》。

刺突蛋白是新冠病毒用来与受体结合的主要表面蛋

白，当刺突蛋白与人类细胞受体结合后，病毒膜与人类细

胞膜融合，使得病毒基因组得以进入人类细胞并开始感

染。

研究人员用冷冻电镜测定了刺突蛋白的结构，但这一

模型有许多丢失的氨基酸残基。因此，他们首先对缺失的

残基进行建模，然后对其他缺失的域进行建模。此外，他们

也对附着于刺突蛋白的所有潜在聚糖（或碳水化合物）进

行了建模。这些聚糖会阻止抗体识别出刺突蛋白，加大疫

苗研发的难度。他们还创建出了刺突蛋白的病毒膜系统，

用于分子动力学模拟。

里海大学生物科学和生物工程学系教授尹元弼（音）

说：“我们的模型是首个完全糖基化、全链新冠病毒刺突蛋

白开源模型，科学家可以使用我们的模型，针对新冠肺炎

防治方法开展富有创新性的模拟研究。” （刘 霞）

新华社消息 记者

20 日从中国科学院南京

地理与湖泊研究所获悉，

中国、意大利、美国、英国

学者近期联合利用遥感

大数据，分析出 2000 年~

2018 年间我国湖泊整体

透明度变化趋势。研究显

示，纳入监测的 400 多个

湖泊中，七成以上透明度

增加。总体来说，我国湖

泊变得更清了。

领导此项研究的中

科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

究所研究员段洪涛介绍，

此次分析的湖泊共 412

个，覆盖了我国境内面积

大于 20 平方公里的主要

大中型湖泊。科研团队获

取了 2000 年至 2018 年期

间大量卫星遥感监测图

像，结合地面实测，构建

出一套湖泊透明度计算

方法。

分析显示，我国湖

泊透明度整体呈增加趋

势。2000 年~2018 年间，

412 个湖泊中有 289 个透

明度增加，占比 70.15%。

其中，透明度显著增加的

有 176 个，占比 42.72%。

这一结果与已经公开的

湖泊水质数据相符，说

明我国大中型湖泊整体

变清，水质呈现好转态

势。

“总体上看，我国湖

泊的水质正在持续改善。

水深增加、富营养化控制

和近年来推行的流域植

被修复，是湖泊水质提升

的三大主要原因。”段洪

涛说。

相关研究成果已于

7 月发表在地球观测领

域权威刊物《国际应用地

球观测和地球信息杂志》

上。 （王珏玢）

2000年前人类活动影响东亚沙尘暴变化

远离太阳，地球会越来越冷吗？

遥感监测显示我国湖泊整体变清

一种刺突蛋白模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