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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空间科学学会理事
长、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
学中心原主任吴季说，国内
外科学界已达成共识，寻找
近邻系外宜居行星是重要
的 科 学 前 沿 问 题 。 据 介
绍，探索太阳系天体和系
外行星的宜居性，开展地
外生命探寻已成为未来中
国空间科学发展的五大科
学主题之一。

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
文台研究员、“近邻宜居行
星巡天计划”项目负责人
季江徽说，目前人类已发
现 并 确 认 的 系 外 行 星 有
5300 多颗，其中 60 多颗属
于宜居带类地行星，但绝大
多数距离地球遥远，达上千
光年，很难对它们开展进一
步细致研究。

“已发现的宜居带类地

系外行星大多数的宿主恒星
都不是类太阳型恒星，而是
红矮星，例如比邻星。它们
的耀斑会产生强烈的辐射，
不适于生命的生存。”吴季
说，科学家更关注近邻的、与
太阳类似的恒星周围是否有
类似地球的宜居行星。

科学家所说的“近邻”是
在宇宙尺度上，距离太阳系
在数十光年之内。

以色列希伯来大学
此前发表声明称，该校天
文学家参与的一个国际
团队开发出一个新的研
究框架模型，可以评估行
星的气候特点，为判断其
宜居性提供重要参考。

相关论文发表在美国
《天体物理学杂志》上。研究
人员用这个框架模型结合詹
姆斯·韦布空间望远镜的具

体数据，借助计算机模拟一
颗距离地球约40光年行星的
气候并进行探索性研究。

这 颗 行 星 名 为
TRAPPIST-1e，是围绕超
冷矮星 TRAPPIST-1 运
转的7颗行星之一。它们
构成的行星系统是迄今在
太阳系外发现的环绕单一
恒星运转、宜居带行星数
量最多的一个系统，被天

文学家认为是迄今寻找外
星生命的最佳地点。

研究人员说，这一新
开发的研究框架将使研
究人员能够有效评估许
多其他行星的大气，而无
需派人亲临其境。这将
有助于人们在未来做出
决定，知道哪些行星是人
类定居的良好候选地，甚
至可能在那里发现生命。

地球2.0就在我们身边？
中国将发射太空望远镜，全面普查距离太阳系32光年内

的类太阳型恒星，寻找近邻系外宜居行星

国外新方法 可评估行星气候

对地球2.0的探索仍
在继续，科学家们考虑的
标准有：一颗类太阳的恒
星；一个温度适宜的轨道；
一个固体表面以及一个能
够保留大气层的星球。

二氧化碳的温室效
应对行星气候有着重要
影响，在寻找地外生命
时，大气二氧化碳含量是
衡量行星宜居程度的重
要指标之一。二氧化碳
过多会使行星炽热到能
使金属熔化，就像金星那

样；二氧化碳过少则可能
导致行星冻结成雪球。

绝大多数行星表面
的岩石圈是完整的球壳，
称为“静态盖层”。地球
是已知唯一有着板块构
造的行星，岩石圈分为多
个独立板块，地质运动格
外活跃。板块构造导致
的火山活动会释放二氧
化碳，岩石风化则会消耗
大气中的二氧化碳，两者
之间的平衡有助于维持
合适的二氧化碳浓度。

此前有研究提出，行
星必须拥有板块构造，才
能有效调节气候，发展成
宜居星球。

不过，美国一项研究
提出了不同看法，并认为
宇宙中的宜居行星可能
要比想象中多。宾夕法
尼亚州立大学研究人员
发现，虽然静态盖层行星
的火山活动很弱，但如果
内部温度和压力够高，也
会有充足的二氧化碳从
岩石中逸出。

N新华 参考

近30年来，科学家从未停止寻
找宜居星球，目前已探知的太阳系外的

行星数目超过5300颗。但这些行星绝大
多数距离地球很遥远，有的达上千光年，
人类很难对其展开细致的研究。为此，中
国科学家提出一个独特的原创性探测
方案“近邻宜居行星巡天计划”，要

在太阳系“近邻”中开展普查，
搜索宜居行星。

在这个计划中，一枚口
径为 1.2 米的高像质、低畸
变、高稳定光学望远镜将被
送入日地系统第二拉格朗日
点的Halo轨道，借助高精度
天体测量方法可对距离太阳
系32光年之内的大约100颗
类太阳型恒星开展全面的普
查，探测系统中行星的数目、
质量，并获取三维轨道信息。

“目前我们已经为寻找
近邻系外宜居行星开展了
一系列预先研究，取得了很

大进展，这一方案体现了中
国智慧。”季江徽说。

他说，在中国科学院空
间科学先导专项背景型号
项目支持下，研究团队已完
成科学目标深化论证和核
心关键技术攻关，研制了一
台 1∶6的望远镜缩比样机，
发展了图像扭曲复原校正
方法与高稳定度、高指向精
度卫星控制方法，实现了真
空环境下微像素恒星相对
位置测量技术试验验证，为

宜居带类地行星的空间探
测奠定了良好的技术基础。

“如果能在近邻的类太
阳型恒星周围找到所谓的地
球2.0（与地球质量、轨道与环
境非常相似的行星），科学家
更容易去研究它，这将是重大
的发现。我相信地球上和太
空中的望远镜都会对准它观
测，想方设法看清它，研究它
是否有大气，大气的成分是否
有氧气、氮气、甲烷等与生命
活动有关的气体。”吴季说。

据介绍，目前人类已发
现的系外行星中七成都是
通过凌星法发现的。其原
理是利用公转的行星从恒
星前方通过时会导致恒星
的亮度发生周期性的微弱
变化。这种探测方法对行
星的公转轨道有很高要求，
行星需要正好通过恒星朝
向地球的方向，但这种情况
发生的概率很低，同时需要
借助于其他探测手段的进
一步确认。凌星法通常只
能获得行星的半径，无法直

接给出行星质量。
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

台季江徽率领的团队创新性
提出，利用天体测量法精确
地测量目标恒星相对于 6至
8颗距离更远的参考恒星的
微角秒级别的位置变化，计
算目标恒星受行星引力扰动
所发生的微小晃动，探测近
邻恒星周围具有真实质量的
宜居带类地行星。

“天体测量法是天文观
测中经典的方法，但是将
它用在探测宜居类地行星

上是一种技术上的原始性
创新。我们要找到近邻类
太阳型恒星宜居带的‘地
球 2.0’，需要在测量技术上
达到前所未有的精度，即
达到微角秒级别，这相当
于能在地球上分辨出一枚
放在月球上的一元硬币。”
季江徽说。

季江徽说，这种探测方
法不受行星轨道面的限制，
因此可实现对近邻类太阳
型恒星周围的宜居行星开
展全面普查。

现实问题 已发现的类地行星都很遥远

中国计划 寻找32光年内的宜居行星

创新方法 不用凌星法，用天体测量法

地球2.0的标准

﹃
近
邻
宜
居
行
星
巡
天
计
划
﹄
科
学
目
标
示
意
图

（
中
科
院
紫
金
山
天
文
台
供
图
）

“近邻宜居行星巡天计划”艺术构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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