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前：已观测到近百个太阳爆发活

动，首次在轨获取太阳Hα谱线精细结构……近
日，我国首颗太阳探测科学技术试验卫星“羲和号”

在北京交了作业，公布系列“探日”新成果。
太阳是太阳系中最大的天体，是离地球最近、与人

类关系最密切的恒星。太阳对地球演化和人类文明发展
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而事实上，太阳与地球之间的平
均距离并非是一成不变的。据天文学家测算，太阳与地
球之间的平均距离正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缓慢增加，也
就是说地球正在逐渐“逃离”太阳。

地球和太阳为何渐行渐远？二者距离越来越
远对地球生态会产生什么影响？它们最终会

在茫茫宇宙里分道扬镳？今天的《新知》
来看看各方专家的研究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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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太阳质量损失使得其引力减小，从而导致地球逐渐远
离太阳外，还有一种力量也会使得地球与太阳之间的距离不断
增加，这就是地球对于太阳的潮汐作用。要了解地球对太阳所
造成的引力影响，其实可以通过月球与地球之间的引力关系来
理解，因为月球对地球的引力所导致的潮汐作用也正在使月球
一步步远离地球，这与太阳和地球之间的情况几乎相同。

月球对于地球上的每一个点都有引力，但由于地球是一个
近乎球体的形状，这种引力作用在地球上的不同点时，其大小并
不相同，距离月球更近的点所受到的引力也更大；同时，地球还
受到其绕地月公共质心（地月系统的质量中心）旋转时所产生的
离心力的作用，而这种离心力在地球上是平均分布的，地球上每
一个点所受到的离心力大小均相同。

因此，月球对地球的引力以及地球自身的离心力之间便会
产生差值，这一差值形成的力量便是起潮力，顾名思义这也就是
引起地球表面潮汐变化的主要力量。

潮汐会产生一个“副作用”，“潮汐运动起来以后，会在地球
内部造成摩擦。有摩擦就会有能量的耗散，而被耗散掉的正是
地球自转的能量。”周礼勇表示，形象地讲，便是潮汐的出现会

“拖拽”地球的自转运动，使得地球自转速度减慢。当地球自转
速度减慢时，地球自转所失去的角动量便会被重新分配至月球
绕地球运转的公转轨道上，从而导致轨道变长，月球与地球之间
的距离便会相应地增加。

同样的理论也适用于地球与太阳。地球对太阳产生引力，引
起太阳上的潮汐，潮汐带来摩擦，降低太阳自转速度，从而导致地
球绕太阳运转的公转轨道变长，地球与太阳之间的距离增加。

但理论归理论，周礼勇表示，这种作用具体能够引起日地公
转轨道多大的变化，要取决于地球究竟能够在太阳上引起多大
的潮汐，以及潮汐能够耗散掉太阳多少能量。“实际上这个作用
是非常微弱的，产生的影响也很有限。”根据迪乔治估算，在这一
作用下，地球和太阳之间的距离每年仅增加大约0.0003厘米。

毫无疑问，不管是太阳自身质量减小导致的引力降低，还是地球
对太阳的潮汐作用所引起的公转轨道变化，由此而产生的日地距离

增加，都不会对地球本身造成显著影响。事实上，影响地球公转轨道
的也远不止太阳这一个因素。

周礼勇表示，地球绕太阳公转轨道的具体大小和形状不仅与太阳有关，
也与太阳系内其他行星对地球的引力有关，天文学上称其为摄动。可以简单

理解为当一个天体绕另一个天体运动时，因受到其他天体吸引或其他因素影响
而导致运行轨道产生偏差。周礼勇认为，地球绕太阳公转轨道或多或少都会受到

太阳系内其他行星的影响，其中影响较为显著的是距离地球较近的金星，以及虽然距
离地球较远但质量是地球300多倍的木星。

天文学家普遍认为，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地球公转轨道会以40.5万年为周
期，在近乎完美的正圆形到偏心率大约0.05的椭圆形间循环往复。而在2018年，美国
的研究人员通过对古老岩石进行分析，找到了地球公转轨道以 40.5万年周期循环的
首个物理证据，验证了这一假设。

虽然地球绕太阳的公转轨道总是在不停变化，也确实在逐渐远离太阳，但却不会
变成“流浪地球”，因为地球很有可能最终逃脱不了被太阳吞噬的宿命。

根据当前的恒星演化理论，太阳作为一颗黄矮星，其大致寿命约为100亿年。而目前太
阳大约45.7亿岁，已经是“星到中年”。再过大约50亿至60亿年后，太阳内部的氢元素几乎会
全部燃烧殆尽变为氦元素，太阳的核心将发生坍缩，温度不断上升。随后，氦元素会进一步聚
变为碳元素。虽然在这一过程中，氦聚变所产生的能量要小于氢聚变，但其温度却更高。

因此，太阳外层大气将会不断膨
胀，并释放到更远的地方。而以目前人
类已知的地球公转轨道变化来看，即使
未来地球能够稍稍远离太阳，也终究难
逃被太阳膨胀的大气所吞噬的命运。
不过别担心，这至少是 50亿年以后的
事情了。

（本版稿件综合新华社、科技日报、
参考消息）

地球引起太阳潮汐
将地球渐渐“推远”

最终不是“分手” 而是地球被吞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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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减肥”的太阳
对地球的吸引力减弱

要弄清楚太阳与地球之间距离的变化，首先要明确一个事
实，即地球绕太阳运行的公转轨道并非是完美的圆形，而是一个椭
圆形，太阳位于这个椭圆形轨道的一个焦点之上。也正因为轨道
是椭圆，所以太阳与地球之间的距离并非恒定，而是“忽远忽近”。
在近日点时，两者之间的距离约为1.471亿公里，而到远日点时，这
个距离则会拉长到约1.521亿公里。虽然近日点与远日点间相
差了约500万公里，但这也仅相当于太阳与地球之间平均距离
的3%左右，几乎不会对地球气候等造成显著影响。

除了因公转轨道原因而产生的正常距离变化外，
太阳与地球之间的平均距离事实上一直在不断增加，
这还要从太阳持续不断地“减肥”开始说起。南京大学
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教授周礼勇表示，太阳内部每时
每刻都在发生着核聚变反应，氢元素转化为氦元素，这
一过程会释放大量能量，并通过太阳辐射散发出去。
根据著名的爱因斯坦质能方程，只要测得一定时间内
太阳辐射出的能量数值，便可很简单地计算出太阳因
此而损失掉的质量。“这个数值大概是每秒钟损失 400
万吨质量。”周礼勇表示，这虽然听起来是一个庞大的
数字，但相对于太阳2.0×1030千克的总质量来说，只能
算是秋毫之末。但他同时也提醒，除了能量辐射会导
致太阳质量散失外，太阳风、日冕物质抛射等太阳活动
也会带走太阳的一部分质量。因此可以说在太阳诞生
后的几十亿年间，其质量一直处于不断减少的过程中。

根据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两物体间引力的大小与它
们质量的乘积成正比，与它们距离的平方成反比。因此，太
阳持续不断地“减肥”所带来的后果，便是其对于包括地球
在内的行星的引力越来越小，进而导致它们与太阳的距离
越来越远。但就像太阳散失的质量相对于其总质量来说小到
可以忽略不计一样，由其引力减小所导致的距离增加同样微不
足道。美国天文学家迪乔治测算，太阳每年因散失质量所导致
的引力减小仅会让太阳与地球之间的距离每年增加约 6厘米。
这在宇宙单位尺度上来说，其产生的实际影响是微乎其微的。

海都讯（记者 曾炳光
通讯员 黄熠 林燕婷
文/图） 近日，漳州市芗
城区芝山街道惠民社区联
合启福社工在社区开展了

“喜迎二十大 奋进新征
程”主题系列活动——“关
爱老人，趣味健身”老年运
动会，邀请社区退休党员
及社区老人共同参与。

趣味运动会针对老
年人的身体承受能力，设
置了乒乓混双热身赛、筷
子夹球接力、趣味保龄
球、吹乒乓球过水杯四项
既简单又颇具趣味性的比
赛活动。

乒乓混双热身赛竞争
激烈，却又欢声四起。经
过短暂又欢快的热身赛，

长者们已经完全融入到比
赛氛围中来。到了“趣味
保龄球”项目时，长者们已
经开始摩拳擦掌，跃跃欲
试了。更有长者一次性击
倒全部矿泉水瓶，出色的
表现引起现场阵阵欢呼。

第三项筷子夹球接
力开始，大家稳中求快，
从最开始的“这个我不
行”、“我夹不好球的”，到

“我还要试试”、“我找到
方法啦”的态度转变，长
者们在比赛过程中逐渐
找到自信。

在第四项“吹乒乓球过
水杯”中，长者们在队友和
社工的鼓励中都顺利地完
成比赛，尽管过程中出现了
将乒乓球吹落的现象，但长
者们并不心急，捡起球又很
快投入到比赛中。

漳州芗城区芝山街道惠民社区
开展老年运动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