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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上的海洋

其实来自太阳？
海洋覆盖了地球约70%的表

面，这么多水究竟从何而来？
近日，一项研究带来了新答案。

科学家发现，来自太阳的带电粒子
流，也就是太阳风，在带有尘埃颗粒
的小行星表面改变了颗粒的化学组
成，并创造出了水。

这些小行星的碎片在太阳系形
成的早期阶段落向地球，地球上或
许有一半的水来源于此。科学家表
示，这项研究建立在不断累积的证
据之上，同时借助了最尖端的技术，
为我们带来了新的线索和答案：太
阳风与富氧的尘埃颗粒相互作用确
实产生了水。

科学家确定

最佳入睡时间
越来越多研究证明，睡眠不足、

该睡不睡，与患心血管等疾病的风
险有关。发表在欧洲心脏病学会
(ESC)旗下期刊的一项新研究中，英
国科学家发现预防心血管疾病的最
佳“入睡时间”：即在22点至23点之
间开始睡觉，患心脏病风险更低。

研究团队解释了心脏如何在细
胞水平上自主(独立)变速，以保持
与生物钟同步。该研究证实，即使在
自主神经完全阻断的情况下，心率也
会在一天中的不同时间发生变化。这
意味着，该睡不睡或睡眠不足，就是
在与正常心脏功能“对着干”。

竹子为什么

长得那么快
竹子的生长速度堪称冠军。一

般植物都是依靠顶端分生组织中的
细胞分裂、变大而生长的。但竹子却
不一样，它的分生组织不仅顶端有，
而且每一节都有。

我们挖出一根竹笋，并将它劈
开来看，就可以发现里面的竹节都
连得很紧，好像一只压缩的弹簧。当
它钻出土壤，遇到温暖、湿润的天气
时，每一节的分生组织都能不断产
生新的细胞，相邻竹节间的距离就
会逐渐拉长。

如果每根竹笋有60节的话，那
么它的生长速度就是其他植物的60
倍。随着竹子不断长大，竹节外面包
裹的鞘就会脱落，竹子也就停止生
长了。

关窗驾驶两小时

空气污染增加40%
车内空间狭小，长时间不开窗，

空气不流通容易导致憋闷缺氧。从
外部进入车内的有害气体、雾霾等，
也会加剧污染对人体的危害。

美国《科学进展》杂志刊登的研
究指出，车内空气质量和高传染性
呼吸道疾病有直接联系。

实验表明，连续行驶两小时后，
车内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相对于行
驶前上升了40%左右。

开车两小时后，开启外循环系
统持续15分钟，苯降低35%、甲苯降
低75%、乙苯降低52%、二甲苯降低
62%、甲醛降低60%。可见，使用外循
环模式可以大幅降低车内VOC（挥
发性有机化合物）的含量。

通过检测发现，开窗后相比开
窗前，苯降低31%、甲苯降低29%、乙
苯降低29%、二甲苯降低34%、甲醛
降低32%，总VOC下降了41%。

专家建议，冬天不要长时间紧
闭车窗驾驶，当感觉明显有困意或
者气闷时，应适当打开车窗，迅速交
换车内空气，以保持头脑清醒。

据环球科学、科技日报

超8000吨太空垃圾绕地球横冲直撞

空间站正在太空中“躲猫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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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并未意识
到，我们赖以生存的地
球，正被一张细密的“垃
圾天网”裹挟着。

在这张总重超过
8 0 0 0吨的“垃圾天网”
中，最小的太空垃圾碎
片，尺寸尚不如一部手
机，最大的却堪比一辆
轿车，它们在空中游荡
甚至飞奔，成为随时会
击中卫星、飞船甚至空
间站的一支支“暗箭”。

太空碎片：防不胜防的“定时炸弹”

1月10日，据“俄罗斯航天系
统”公司新闻处消息，该公司已取
得利用最新光子技术建立太空垃
圾监测系统的专利权。新监测系
统可借助地上光学望远镜对太空
垃圾进行观测，拟利用三条顺序
连接的信息通道，并采用视角扩
大技术建造光电监测系统。

据专家估计，目前已有超过
1 . 7亿块尺寸小于1厘米的太空
垃圾碎片围绕地球旋转，对所发
射的飞行器构成严重威胁。俄罗
斯宇航员安东·什卡普洛夫指
出，仅在2020年，俄罗斯危险情
况自动预警系统，在近地太空就
发现了220起太空垃圾接近国际
空间站事件。

让地球深陷“垃圾满天飞”困
局的不是别人，正是人类自己。在

8000余吨太空垃圾中，除了宇宙中
的天然物质，如陨石碎片等，其他
近6300吨，都是人类航天活动产生
的废弃卫星和废弃物品的碎片。

中国国家航天局秘书长田玉
龙介绍，太空中毫米级以上的空间
碎片数以亿计，总数量达几千吨。
同时，世界各国发射了6500多个航
天器，废弃卫星有5000多颗，它们
随时可能坠入地球。更严重的是，
环绕地球轨道的碎片数量，以每年
2%—5%的速度递增。按这个速度
计算，如果不加以清理，近地轨道
在300年后就可能被垃圾填满。

国家航天局空间碎片监测与
应用中心副主任刘静介绍，近年
来，在2000千米以下近地轨道，空
间碎片增加量超过50%。空间碎片
平均撞击速度为每秒10公里，因

此，厘米级碎片产生的动能，就相
当于一辆小轿车以五六十公里的
时速撞上卫星，其危害可想而知。

据计算，太空轨道上每个飞行
物发生灾难性碰撞的概率为
3 . 7%，发生非灾难性撞击的可能
性为20%。

1983年，美国航天飞船挑战者
号与一块直径0.2毫米的涂料剥离
物相撞，导致舷窗被损，只好按下
暂停飞行键；1986年，阿丽亚娜号
火箭进入轨道不久便发生爆炸，
残骸使两颗日本通信卫星报废；
2009年，在西伯利亚上空约800公
里处，美国“铱星33号”商业卫星，
与1995年废弃的俄罗斯“宇宙-
2251”卫星相撞，产生至少上千块
直径超10厘米的碎片，一度对国际
空间站的安全产生了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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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太空垃圾的威胁，各国
已开始研究限制空间垃圾的产
生：把报废卫星推进到其他轨道；
用航天飞机把损坏的卫星带回地
球；利用气体“脉冲”射击太空碎
片，令其坠落到大气层自毁。

欧洲空间局2020年公布了史上
首次捕获并销毁太空垃圾的计划，
与ClearSpace公司合作，在2025年发
射一颗“四爪”卫星，定向清除一片
112千克重的太空垃圾。这项太空保
洁服务的劳务费高达1.05亿美元。

同样专注于清理太空垃圾的
一家日本公司则选择另一种思
路：给卫星配置一个磁力“吸盘”，
当靠近太空垃圾时，卫星会伸出
磁力“手”牢牢吸住垃圾，拖着它
们进入大气层同归于尽。

美国曾启用9个陆基雷达阵组
成“太空篱笆”，系统监视空间碎片。
目前，这一系统正升级到第二代，
能追踪超过20万个直径大于2厘
米的太空垃圾。对无法自毁的残
骸，国际上比较流行的是钝化处理
和换轨：一方面，通过外泄燃料、切
断电池等方法，释放末级火箭中
残存的能量，消除其自爆可能；另
一方面，对末级火箭的高度进行
调整，使其进入专用的废弃轨道。

据美国航空航天局统计，自
2000年至今，低地球轨道上约
15%—30%的有效载荷都进行了
换轨操作，火箭残骸的妥善处理
率也高达60%—80%。

“随着空间飞行器增多，轨道
位置分配问题日渐受人关注。一个

空间的轨道位置，尤其是地球同
步卫星轨道，其实非常有限，需要
国际合作，按需求和可能予以优
化。”航天科技集团五院技术顾问
叶培建院士呼吁，有必要考虑用
好当前看来“不太好的轨道位
置”，做到开源节流。

随着太空越来
越拥挤，空间站需
要移动躲避的时候
越来越多。

空间站天和核
心舱是我国目前研
制的最大航天器，
计划在轨运行时间
长达15年，遭受空
间碎片撞击的概率
相对较高。

与美俄相似，
中国也建立了专门
的预警机制，不间
断地监控太空碎
片，随时准备紧急
避险。万一遇到危
险，技术人员会在
地面向“天宫”发
出指令，改变其飞
行轨道及速度，避
开危险物后，再回
到预定的轨道继续
飞行。

此外，工程师
还给“天宫”打造了
一副“钢筋铁骨”，
即通过优选表面材

料、改变结构和增加厚度，提
高航天器抵御太空碎片撞击
的能力，还在太空站的薄弱
部位安装了防护板，以遮挡
微小碎片的撞击，将脆弱的
关键部件安置在中心地带，
处于层层保护之下。

哈尔滨工业大学航天学
院庞宝君教授团队开发的空
间碎片撞击在轨感知技术，
可在舱体遭到空间碎片撞击
时，为航天员和地面控制人
员及时采取应对措施提供依
据，保护航天员安全。

空间碎片撞击监测模
块，基于数据驱动的传感器
网络，能够对撞击事件进行
实时感知、判别并定位。

当然还有更先进的，比
如把航天器防护屏幕做成网
状，并在防护屏外涂了一层
特殊材料。当碎片与其发生
碰撞时，碰撞产生的能量可
与太空垃圾发生爆炸式的化
学反应，促使碎片变成粉末。

葛延伸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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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在国际空间站外部的空间碎片传感器，可收集太空垃圾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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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中国空间站曾两次紧急避让美卫星

太空本是广袤无垠的，却由
于人类活动而日益拥挤。规避空
间碎片或卫星，几乎成了航天器、
空间站的“规定动作”。2021年12
月，中国常驻联合国(维也纳)代
表团罕见地以照会方式，向联合
国秘书长通报美国太空探索技
术公司(SpaceX)发射的星链卫
星，先后两次接近中国空间站，
迫使中国空间站不得不采取预
防性碰撞规避控制(紧急避碰)。

美国SpaceX公司2014年提出
“星链”计划，试图建立覆盖全球
的卫星互联网，并在2019年将首
批60颗卫星送入太空。该项目计
划向太空发射1 .2万颗卫星，未来
还可能再发射约3万颗。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理与
信息工程学院副教授姚尧表示，
太空看起来无垠，但有价值、能提

供卫星运转的轨道是有限的。
SpaceX发射的星链卫星密度太
高，占用了太多轨道空间，无疑会
对其他国家的航天器造成威胁。
2019年9月，第一批星链卫星中的一
颗，就险些与欧洲航天局一颗价值
4.81亿欧元的地球观测卫星发生碰
撞。最终，欧洲航天局将他们的卫
星偏离轨道，才移出危险区域。

另据美国航天局2021年3月
24日透露，国际空间站6名宇航
员，当天清晨曾被迫前往俄罗斯

“联盟”载人飞船，以躲避可能撞
击空间站的一块太空垃圾。这已
是宇航员第三次前往俄罗斯“联
盟”系列飞船躲避太空垃圾，上
一次发生在2009年3月。

在国际空间站20年的运行时
间里，由太空垃圾造成的伤痕屡
见不鲜，2016年4月，一块极小的

太空碎片击中国际空间站，造成
一个直径7毫米的裂纹。

国际空间站不独属于哪个国
家，美国空军和俄罗斯宇航局共
同负责碎片的监视工作。每天，工
作人员会在早中晚不同时间，将

《宇宙垃圾名录》中记载的太空垃
圾运行轨道和空间站轨道进行对
比，用于判断空间站被“击中”的
风险有多大，以便及时闪避。

一旦闪避方案确定，专家将通
过计算机遥控空间站。别看空间
站这么重，其实它是个相当灵活
的“胖子”。空间站由四个控制力
矩陀螺仪来调控受力方向和大
小，可以改变轨道高度和运动方
向。空间站还有几组推进器，可
以做出翻滚和腾挪动作。在实施
躲避动作时，陀螺仪是首要的

“方向盘”。

斥资1亿美元，只为清理一块太空垃圾33

航天器的“神经系统”

——— 空间碎片撞击在轨感知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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