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帕克“触日”，其实是去“追风”

本报记者 王昱

“三明治”隔热罩护驾

据报道，帕克探测器将于2018
年11月首次接近太阳，并于12月传
回数据。帕克重约1270公斤，大小相
当于一辆小轿车，到达太阳所需的
能量为到达火星所需的55倍多。

帕克的最快速度将达到69 . 2万
公里/小时，创造有史以来运行速度
最快航天器纪录。在不到七年的任
务寿命期间，它将绕太阳运行24次，
并逐渐缩短与后者的距离，最终在
距离太阳表面约610万公里的位置飞
行，这个位置处于日冕范围之内。

为了与太阳进行“亲密接触”，
帕克需要放慢速度，以使用金星的
引力。升空8周后，帕克将飞过金
星，利用这颗卫星的引力，减速并
进入环绕太阳更近的轨道。之后再
过5周，探测器将完成首次近距离
接触，到达距离太阳表面逾2400万
公里(大约相当于太阳半径35倍)的
区域。探测器将从那里开始环绕太
阳飞行，逐渐拉近与太阳的距离，
其间需再飞过金星6次。

在靠近太阳的轨道上，真正的
挑战是防止航天器被燃烧殆尽。

帕克科学家、戈达德太空飞行
中心的亚当·萨博说：“NASA数十年
前就开始计划朝太阳发送探测器，
但我们一直缺乏保护航天器及其仪
器免受高温影响的技术。材料科学
的最新进展为我们提供了可以制造
航天器隔热罩的材料，这一隔热板
置于航天器前，不仅能耐受太阳的
极端高温，还能保持背面的凉爽。”

隔热罩由两块碳纤维面板之
间夹一层4 . 5英寸厚的碳复合泡沫
材料制成。虽然面向太阳一侧的温
度约达1371℃，但在隔热罩后面，探
测器的温度保持在29℃。

原来太阳也“漏气”

据NASA官方信息，帕克太阳
探测器将关注三个有关太阳的基
本问题，即太阳风的加速、太阳风
暴现象的原理以及日冕层的高温。
表面上，这似乎是三个目的，但归
根结底，其实这些问题都是为了一
探太阳风的奥秘。

自古以来，太阳就是人类最为
熟悉而陌生的存在。直到20世纪中
期，科学家们做出的太阳模型还十
分粗糙，几乎跟现代普通人的认知
极为类似——— 我们虽然知道太阳是
个主要由氢原子组成的巨大火球，
也明白其“燃烧”的主要能源来自于
氢原子的核聚变，但依然将其向外
散发热量的方式想象成简单的以电
磁波的方式向外进行热辐射。

然而，这种认知在1941年发生
了转变，因为在这一年，瑞典光谱
学家本格特·艾德兰解释了此前获
得的一条日冕辐射谱线，其为铁原
子的13次电离时产生，这只有上百
万度的高温才会发生。

从此，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

太阳大气层自内向外居然是逐渐
升温的，在光球层顶部“只有”4300
摄氏度，但到了日冕层却有上千万
摄氏度。天文学家们将太阳表面这
种奇异的内冷外热现象形象地比
喻为“油炸冰激凌”。

这个现象不仅和地球的情况
大相径庭，甚至还“涉嫌”违反热力
学第二定律(不可能把热量从低温
物体传到高温物体，而不产生其他
影响)。

为什么会这样？多年观测数据
让科学家们猜测，一定有某些高速
粒子从太阳内部逃散出来，正是在
它们的撞击之下，日冕被“煮沸
了”，导致了它那不可思议的高温。

这个煮沸日冕的幽灵，最终在
1958年被美国物理学家帕克抓住
了，帕克通过理论模型，精确预测
了日冕克服太阳引力发生膨胀的
速度和磁场强度，并首次把日冕膨
胀的现象命名为太阳风。

由于太阳风的发现，一种对太
阳以及所有恒星新的认知被建立
起来。原来，太阳并非像电灯泡一
样只通过电磁辐射向外散播能量，
更重要的是它还是“漏气”的———
太阳不断向外层空间喷射着高速
离子流，其成分包括各种粒子：电
子、质子、甚至氦核。

这些太阳风以200-800km/s的速
度进入太空。虽说是看不见的“风”，
可它们的质量其实相当巨大，通过
人造地球卫星可以探测到太阳风飞
越地球的质子量。观测如果在地球
绕日轨道上摆放一个1平方厘米的

“网”，每秒可以捞到3亿颗质子。而如
果制造一个“戴森球”将太阳整个包
裹起来，这个“戴森球”每秒能抓住9
×1035个质子，这是合计150万吨物
质。也就是说，太阳每秒钟都要向外

“漏气”150万吨。这些太阳风携带的
巨大能量，是太阳“加热”日冕以及
整个太阳系的重要手段。

给太阳做个“天气预报”

既然太阳风如此厉害，为什么
我们直到20世纪中叶才开始认识到
它呢？

事实上，这种认知的迟到是由
于地球的一个“幸运”造成的：与火
星、月球等其他星体不同，地球存
在着非常强烈的磁场。而太阳风的
主要成分质子、电子和氦核都是带
电荷的，这些高速的带电荷粒子在
地磁影响下受洛伦兹力发生偏转，
最终“绕过”地球。因而从宏观上
看，地磁场就仿佛是撑开的一把巨

伞，保护地球免受太阳风的吹拂。
这一点对地球孕育生命乃至

文明至关重要，如果太阳风携带的
物质到达行星的表面，它们的高速
轰击将会对任何可能存在的生命
造成毁灭性的破坏。而在长期的太
阳风下，行星表面的大气也会被剥
离，大气层再厚重的行星最终也会
被“吹”成火星那个样子。电影

《2012》中就曾模拟地球磁场消失
后，被太阳风烤焦的场面。所以总
的说来，人类这么晚才接触太阳
风，着实称得上是一种幸运。

不过，说太阳风对人类一点没
影响，其实也不确切。

随着现代科技越来越倚重电磁
原理和外层空间，人类活动受到太
阳风的影响也越来愈大，例如太阳
风的高能粒子可能会伤害卫星载荷
的元器件、损害身处太空的宇航员
身体健康；太阳风形成强烈电磁辐
射可能严重干扰通信和导航系统。

近几年来，最强烈的一次太阳
风是在2012年3月7日上午，当时全
球的无线通讯受到影响。近年来的
一些研究还证实，在太阳风较为强
烈的所谓“太阳风暴”时期，地磁场
也无法完全抵御太阳风的影响，地
球会受到太阳风更多的干扰，如大
气升温、物种变异。此外，太阳风也
会对人体造成危害，一次太阳风释
放的辐射量对于人体而言，很容易
达到多次X光检查的累计辐射量，
从而引起人类自身免疫能力的下
降，引发病变。还有科学研究表明，
太阳风可能也会引发人类情绪波
动，易怒或者暴躁，导致车祸增多，
或者暴力行为增加。

如此说来，理解太阳风的发生
机理对人类更深刻地探索宇宙就
显得至关重要。有朝一日，科学家
们甚至希望能预测太阳风何时将
大规模发生，制作一份属于太阳系
的“天气预报”。可惜的是，目前人
类对太阳风的研究还处在十分粗
浅的阶段，比如我们甚至搞不懂，
为何太阳风会在太阳表面时速度
缓慢，却能在深空中逐渐加速———
这又是一个涉嫌违反热力学第二
定律的神奇现象。

可以说，正因为太阳风对于人
类而言有着如此之多的不解之谜，
这次帕克太阳探测器带着揭晓太
阳风形成之谜的使命前往太阳才
更值得关注。我们应该衷心祝愿它
此行能够“一路顺风”、追风顺利。
因为它的任何发现，对都有可能对
人类理解恒星和整个宇宙起到划
时代的影响。

当地时间8月12日，美国佛
罗里达州，NASA(美国国家航空
航天局)耗时八年、耗资15亿美
元研发的帕克太阳探测器发射
升空，开始为期七年的探测任
务。据报道，“帕克”将最终抵达
距离太阳表面约610万公里的地
方，成为有史以来最靠近太阳的
航天器，也正因为如此，媒体普
遍将其描绘为“触日”。但事实
上，“帕克”此行的真正目的其实
在于“追风”，它在追逐一种公众
十分陌生，但也许将与人类未来
息息相关的“风”———“太阳风”。

机器人
对儿童思维观念影响大

随着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的快
速发展，机器人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日
常生活中，尤其是一些面向儿童的机
器人往往受到父母的青睐。一个国际
研究团队8月15日称，机器人有可能显
著影响儿童的思维观念，有必要关注
使用机器人可能带来的不利后果。

为弄清楚具有一定“社交”功能的
机器人对人类尤其是儿童的影响，英
国、德国和比利时的研究人员采用20
世纪50年代开发的“艾氏范式”测试
法，招募了60名18岁到69岁的成年人和
43名7岁到9岁的儿童，让参与者独自
或者在有3个人或3个社交机器人在场
的情况下判定屏幕上四条线中哪两条
长度一样。

一般来说，在“艾氏范式”试验中，
当人们独自作出判断时，基本不会出
错。但当有其他人参加时，他们倾向于
与其他人保持一致，即便其他人出了
错。这就是所谓的“同伴压力”。

在最新试验中，有三分之二的“人
类同伴”或“机器人同伴”会首先有意
地给出错误答案。结果显示，成人参与
者通常给出与人类同伴一样的答案，
但不会受到机器人答案的影响。不过，
儿童明显会受机器人同伴的影响。当
儿童独立作判断时，正确率为87%；有
机器人加入后，其正确率降为75%，且
错误的答案中有74%与机器人相同。

研究人员在新一期美国《科学·机
器人学》杂志上指出，机器人作为儿童
教育助手或儿童治疗师广泛应用的时
代并不遥远。在两者的互动过程中，机
器人提供的信息有可能对儿童造成显
著影响，所以可能需要讨论是否应该
出台诸如监管框架之类的保护措施，
帮助减少机器人对儿童可能造成的不
利影响。

（据新华社）

2018年至2022年

或将异常温暖

8月14日，英国《自然·通讯》杂志
发表的一篇气候科学最新报告称，一
个概率预报系统预计，2018年至2022年
是一个异常“温暖”的时期，极端温度
出现的可能性将会上升。

该研究提出了一种统计模型，运
用笔记本电脑即可以在几百分之一
秒内算出全球平均表面气温的预测
值，为运用个人设备进行实时概率预
测成为可能。

全球平均表面气温的变化，可归
因于外部因素驱动和气候系统的自然
变率，前者包括温室气体排放或气溶
胶，它们顺应特定的社会经济场景，但
后者却十分难以预测。

因此，要提高年际气候预测的准
确性，就需要科学家改进预测气候系
统的自然变率。

此次，法国布雷斯特大学科学家
弗洛里安·赛文莱克和赛博壬·德利福
霍特开发了一种基于变换算子的统计
方法，来描绘自然变率，这是一种可以
解释系统混沌行为的成熟统计分析方
法。该系统可以提供可靠的全球平均
表面气温和海面温度的概率预测。

研究团队对2018年至2022年的预
测表明，由自然变率导致的气候变
暖，将暂时强化长期的全球变暖趋
势，导致极端温度出现的可能性上
升。

此前已有研究表明，2 0 1 3年到
2017年曾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5年，而
今年的观察显示，2018年可能才是有
史以来最热的一年。

这个团队的研究人员表示，这个
新系统初期一次只预测一个度量，但
经过调整后，也可以预测其他度量(如
降水量)，并且可以进行区域尺度的预
测。此外，由于该系统可以在笔记本电
脑上运行，因而有望使气候预测为更
广泛的科研人员所用。

(据《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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