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天眼发现地外文明可疑信号
目前团队正在抓紧进一步排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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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疑信号有待
进一步证实和排除

最近，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
发机构宣布，在探测器“隼鸟2
号”采集的小行星“龙宫”样本中
发现了20多种氨基酸，这是人类
首次直接确认“在地球外存在氨
基酸”。由于氨基酸是构成蛋白
质的基本单位，也是探究地球生
命起源的重要线索。这一发现被
认为很可能证明生命起源于地
球之外，同时引起人们对于外星
生命的广泛猜想。

作为目前世界上最大最灵
敏的射电望远镜，“中国天眼”在
搜寻地外文明上也被寄予厚望。
这也是“中国天眼”五大主要科
学目标之一。

张同杰说，“中国天眼”在低
频射电波段上极高的灵敏度，对
于搜寻地外文明有着重要作用。
为此，北京师范大学、中科院国
家天文台和美国加利福尼亚大
学伯克利分校开展三方合作，组
建了地外文明搜寻研究团队。

2018年，“中国天眼”安装并
调试了专门用于地外文明搜索
的后端设备，其主要作用就是从

“中国天眼”浩如烟海的电磁信号
中，筛选出有用的窄带候选信号，
而把天体和人工信号排除掉。

2020年9月，“中国天眼”正
式启动了对地外文明的搜索，搜
索方式主要是共时巡天观测和
系外行星目标观测。

张同杰透露，2020年，在对
“中国天眼”2019年的共时巡天
观测进行数据处理时，团队发现
了两组地外文明可疑信号。2022
年，团队又从系外行星目标观测
数据中发现了一个可疑信号。

“可疑信号是某种射电干扰
的可能性也非常大，都有待进一
步证实和排除,这可能是一个漫
长的过程。”张同杰说，可喜的
是，在近几年的观测和数据处理
过程中，团队针对FAST19波束
观测模式，在国际上首次提出了
地外文明搜寻多波束匹配模式
和地外文明信号频率漂移和偏
振判据，使地外文明信号的鉴别
过程更加科学完备。

“中国天眼”会不会
率先发现外星人

“‘中国天眼’将对已经发现
的可疑信号进行重复观测，以进
一步甄别并探测新的信号。”张
同杰表示，经过科学家60多年的
不懈探索，地球之外构成生命的
有机分子和氨基酸已经被发现，
地外智慧生命的最终发现和确
认也很快会到来。“我们期待着

‘中国天眼’能够率先发现和确
认地外文明的存在。”

为了搜寻地外文明，人类尝
试过各种各样的办法，比如从地
球上向外太空发射无人飞船或
者电磁波信号，比如主动接收外
星人的信号。

射电望远镜一直是探索地
外文明的主力军。20世纪60年
代，美国天文学家弗兰克·德雷
克开启了第一个现代搜寻地外
智慧生命的实验，他使用当时美
国最大的阿雷西博射电望远镜
展开搜索，结果一无所获。

电磁波是最适合进行星际

通信的载体或者信使，不论刮风
下雨，它都可以全天候地穿透地
球大气层。

张同杰说，“中国天眼”在搜
寻地外文明上有三大优势：具有
更大的观测天区、高两倍的灵敏
度和接受不同天区信号的19波
束。之前阿雷西博射电望远镜一
直无法发现可信信号，可能就是
它不具备“中国天眼”的三大优
势，当然也不排除其他未知原
因。如今，随着阿雷西博射电望
远镜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地外
文明的搜寻重任，就落在了“中
国天眼”上。

有意思的是，中国天眼
FAST首席科学家李菂在接受
媒体采访时曾表示，期待FAST
未来能在三个方向产生新成果，
其中之一，便是在例如疑似地外
文明信号、系外行星等探索性领
域取得一些新进展。中科院
FAST重点实验室主任、国家天
文台研究员彭波则公开表示，

“中国天眼”接收到的信号很可
能有外星文明信号，“但我们还
没有时间识别”。 据科技日报

近日，中国天眼FAST发现首
例持续活跃快速射电暴，该成果于
北京时间2022年6月9日在国际学术
期刊《自然》杂志发表。

中国天眼FAST通过“多科学
目标同时巡天（CRAFTS）”优先重
大项目，发现了迄今为止唯一一例
持续活跃的重复快速射电暴。据了
解，快速射电暴的研究历程并不长，
2007年才在全球范围内首次确定了
它的存在，2016年探测到第一例重
复爆发的快速射电暴。而此次中国
天眼发现了首例持续活跃的快速射
电暴。

据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
员李菂介绍，“我们这次找到的是首
个持续活跃的快速射电暴，就是我
们天眼每次去看它都有信号，特别
忠诚可靠，而且表现出非常奇特的
特征，这种短促信号会反复发生。大
概一小时有3到4次爆炸，一次爆炸
普遍持续千分之几秒。”

在发现了首例持续活跃的快速
射电暴之后，李菂研究员团队通过
组织多台国际设备天地协同观测，
综合射电干涉阵列、光学、红外望远
镜以及空间高能天文台的数据，将
这一持续活跃的快速射电暴定位于
一个距离我们30亿光年的贫金属的
矮星系，确认在其附近区域拥有目
前已知的最大电子密度，并发现了
迄今第二个快速射电暴的持续射电
源对应体。

李菂表示，“快速射电暴被称
作是引力波探测之后天文学最重
大的发现，我们在这个新兴的领
域首次发现持续活跃的快速射电
暴，证明我们已经能够站在这个
前沿的第一梯队。它推动我们去
建设一个神秘现象的演化图景。”

据央视

在启动对地外文明的
搜索后，“中国天眼”取得
重要进展。日前，北京师范
大学天文系宇宙学与地外
文明研究团组中国地外文
明搜寻首席科学家张同杰
教授透露，其团队使用“中
国天眼”发现了几例来自
地球之外可能的技术痕迹
和地外文明候选信号。张
同杰说，这是几个不同于
以往的窄带电磁信号，目
前团队正在抓紧进一步排
查中。“‘中国天眼’的搜寻
之路漫漫，我们一直在努
力。”

中国天眼发现地外文明可疑信号。(资料片) 新华社发

中国天眼发现首例

持续活跃快速射电暴

葛相关新闻

记者 杜晓丹 周宣刚

6月14日，“烟台近海出现滚轴云”的
消息被各大媒体争相报道。当日，记者联
系视频拍摄者烟台长岛南隍城岛渔民肖
作恒，听他讲述拍摄经过。

据了解，13日晚，肖作恒在其抖音号
@南隍城岛野生海产品发布滚轴云的视
频，并配文“今日海岛，极少见的云，宛如
金箍棒”，随后视频被@齐鲁晚报·果然
视频等媒体转发，迅速在网络上火了起
来。网友纷纷评论“第一次见这样的云，
很壮观”“这金箍棒”“我想知道形成原
因”……

14日，记者辗转联系到视频拍摄者
肖作恒。

“1 3日早上五点多接近六点吧，
我们在自己的海区正准备下海捞参，
看见了这个云，感觉很神奇，像金箍
棒一样，之前没见过。”14日接受记者

采访时，肖作恒回忆说，当时他并不
知道这就是世界九大奇云之一的滚
轴云。

滚轴云持续了十多分钟的时间，肖
作恒说，滚轴云出现前虽是晴天，但是伴
随着雷电，滚轴云出现没多久，天色就暗
了下来，海面刮起大风，浪也很大，船晃
得厉害，他们便回家了。

这冲上热榜的滚轴云是如何形成
的？记者采访了烟台市气象台首席预报
员林曲凤，据她介绍，滚轴云这种天气现
象平时是很少观测到的，它的形成跟大
型雷暴有关系。滚轴云一般出现在减弱
消散的雷暴云体外围，主要原因是高空
下沉扩散的冷空气遇到外侧的暖湿气流
时，暖湿气流被很快地抬升所造成的，高
空扩散下沉的冷空气就像一个楔子，在
楔入到暖湿气流的下方时，暖湿气流得
到抬升，冷暖空气共同作用形成一个大
型带状云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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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渔民拍到世界九大奇云之一的滚轴云。 受访者供图

这是14日在位于澳大利亚的尖

峰石阵拍摄的“超级月亮”。新华社发

“超级月亮”昨日现身夜空
系本年度“第二大满月”，最大满月将出现在7月14日

天文科普专家介绍，一轮“超
级月亮”于6月14日（农历五月十
六）现身夜空，这也是本年度“第
二大满月”。届时只要天气晴好，
我国各地公众均可欣赏到一轮珠
圆玉润的大月亮，如一个精美的
白玉盘高悬在天空。

当月亮和太阳处于地球两
侧，并且月亮和太阳的黄经相差
180度时，地球上看到的月亮最
圆，被称为“满月”，亦称为“望”。
农历每月的十四、十五、十六甚至
十七，都是满月可能出现的时段。

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津市天
文学会理事修立鹏介绍，月球围绕
地球公转的椭圆轨道要比地球围
绕太阳公转的椭圆轨道更“扁”一
点，再加上月球离地球比较近，所
以月球在近地点附近时看起来比
在远地点附近时大一点。

一个公历年中，通常会有12
次或13次满月，如果满月发生时
正好位于近地点附近，这时的月
亮看起来就会又大又圆，被称为

“超级月亮”或“超级满月”。“超级
月亮”并不罕见，一年少则一两
次，多则三四次。满月发生的时间
与月球位于近地点的时间最近
时，就会出现年度“最大满月”。

6月14日出现的这次满月，最
圆时刻出现在19时52分，而6月15
日7时23分月球过近地点，最圆的
时间与过近地点的时间仅相差不

到12个小时，因此这次满月的月面
视直径很大，与本年度“最大满月”
时相差无几。本年度“最大满月”出
现在7月14日（农历六月十六）。

“14日入夜后，我国各地感兴
趣的公众可留意夜空中的这轮大
月亮，裸眼欣赏即可，不需要借助
任何器材。”修立鹏说，“本年度

‘最小满月’发生在今年1月18日，
有心之人如果当时拍到了这轮满
月，这次可以用同样的设备、同样
的焦距参数在月亮位于同样的地
平坐标位置时再次拍摄下来，两
相比对，看看本年度‘第二大满
月’到底有多‘大’。”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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