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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电《参考消息》近日
登载美国《科学日报》网站文章《金星
上有海洋吗？》。

此前的研究表明，金星过去可能
是一个更宜居的地方，有自己的液态
水海洋。不过由日内瓦大学和瑞士
国家研究能力中心S行星项目领导

的一个天体物理学家团队研究结果
显示，情况并非如此。金星的气候条
件不允许水蒸气在金星的大气层中
凝结。这意味着，其温度从未低到足
以让大气中的水形成雨滴从而落在
其表面。水只是作为大气中的气体
存在，海洋从未形成。

新华社北京电 《参考消息》日
前刊登美国趣味科学网站的报道
《木星连续两月“被打”》。

身为太阳系最大行星是一份苦
差。这个秋天，木星被打了。10月15
日，日本的天象观测人士看到木星北
半球大气层有一道闪光，它很可能是
小行星撞击木星而发出的。而在一
个月前，巴西的一名观测人士也看到
了类似现象。一名用星特朗C6望远
镜拍摄到这道闪光的推特用户对美
国太空新闻网说：“我感觉这道闪光

好像亮了很久。”
由于自身质量大而产生强大的

引力，木星经常遭遇这类撞击。较小
的物体，如散落在太阳系中的小行
星，很容易被吸入木星厚厚的、极不
稳定的大气层中。一些研究表明，平
均每过数月就会有直径45米以上的
物体撞击木星一次。不过，人类观测
能力上的限制意味着，即使最完备的
观测项目每年或许也只能观测到一
次撞击。

中国空间站又从我们头顶飞过

木星两个月内连遭撞击 远古金星可能没有海洋

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自主快速交会对接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自主快速交会对接。。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田定宇田定宇 摄摄

看到夜空中划过的
中国空间站了吗？

近期，各地多人频
频拍到中国空间站在夜
色中从头顶上划过的场
景：2021年10月18日
18:00 左右，中国空间
站从南京上空经过。
2021年10月21日晚，
中国空间站从中央电视
塔上空飞过。2021年
10月 22日，中国空间
站飞过吉林市上空。
2021年10月26日18
时 17分至22分，中国
空间站飞过北京上空，
被拍到与故宫午门同
框。两周多前，神舟十
三号载人飞船与中国空
间站组合体完成了自主
快速交会对接，此刻“太
空新出差三人组”正在
中国空间站上进行工
作。不知道他们是
否也能看到地球上
翘首仰望的我们。

从地面仰望中国空间站

尽管中国空间站是个大家伙，但
在离地400公里远的轨道上运行，地
面上的人仍然可以看见它吗？答案是
肯定的。中国空间站虽然本身不发
光，但它的外壳和太阳能电池板能反
射阳光，最大亮度能达到-1 等星左
右。当它在合适的时间经过中国上
空，不需要望远镜我们用肉眼就能看
见，如同仰望一颗星星。不过，用肉眼
当然是看不清楚这个大家伙的细节
的，只能看到一个小小的，像星星一样
的亮点快速从空中掠过。

那么，什么才是合适的时间呢？
中国空间站的运行轨道是确定

的，飞行一圈大约需要 1.5 小时，一天
当中会从我们头顶经过15次以上，理
论上有多次机会可以看到它。不过，
因为白天阳光太强烈，空间站即使恰
好从头顶上飞过我们也无法看清。而
我们在深夜时分即地球上黑夜这一面
又无法照到太阳，空间站不能产生反
光，我们自然也看不到。因此，最佳的
观测时间是在凌晨或傍晚。另外，中
国空间站的飞行速度非常快，掠过太
阳只需要0.4秒，而且每次的飞行路线
都不一样，因此需要提前了解具体的
地点与时间点。网上有不少观星软
件，用手机下载后可以查看自己所在
地区关于中国空间站的过境时间、方
位角和亮度等信息，选择其中高度适
宜、亮度较高的过境机会来观测即
可。一般一个地区在凌晨或傍晚有一
两次观测机会，可能连续几天都能观测
到中国空间站，也有可能相隔数天才能
等到一次观测机会。 （本报综合）

中国空间站长什么样

空间站是航天员在太空中的
“家”。作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
航天器，空间站是一种在近地轨道长
时间运行、可满足航天员长期在轨生
活、工作以及地面航天员寻访的载人
航天器，代表了当今航天领域最全
面、最复杂、最先进和最综合的科学
技术成果。

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共分“三步
走”。第一步是20世纪90年代初启
动的载人飞船阶段，完成了载人飞船
的研制，实现了航天员天地往返等目
标。第二步是空间实验室阶段，掌握
了出舱、交会对接技术，成功对航天
员中期驻留太空进行了验证，还成功
验证了推进剂在轨补加技术，完成了
运送货物补给等任务。第三步才是
空间站建设阶段，真正开始建造长期
有人照料的空间站。

空间站建设本身也是一个漫长
的过程，就像“搭积木”一样。其中
核心舱通常是第一个上天的舱段，
是整个空间站最基础的部分，之后
所有的舱段都以此为起点进行叠
加。天和核心舱就是我国发射的首
颗航天器，也是我国目前研制的最
大的航天器，随后天舟二号货运飞
船和天舟三号货运飞船与其形成了
空间站组合体。与神舟十三号载人
飞船径向对接后，如果忽略太阳能
帆板，看上去就如同一个巨大的“T”
形。横向的是组合体，径向直立对
接的是神舟十三号。“太空新出差三
人组”在轨期间，我国还计划发射问
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

从内部看中国空间站

天和核心舱全长16.6米，最大直径
4.2米，发射质量22.5吨。为了便于开
展舱内外空间科学实验和技术试验，
中国空间站搭载了安装包，包括与生
物学、材料科学、基础物理、微重力、流
体等类别相关的科学研究实验设施。
后续，空间站上将部署25个先进科学
实验柜、舱外载荷安装平台以及共轨
飞行的巡天望远镜，提供空间科学实
验条件，解决大规模空间应用问题。

核心舱内部，除含有全套生命维
持装置外，还负担了航天员初期驻留
以及科研所需的全部物质条件，从居
住区到科研区一应俱全。天和核心
舱供航天员工作生活的空间约50立
方米，加上两个实验舱后，整体能够
达到110立方米。长度超过五层楼房，
直径比火车和地铁的车厢还要宽不
少。不仅活动空间大，航天员在空间
站的补给也得到更好保障。在天和
核心舱的密封舱内，就餐区配置了微
波炉、冰箱、饮水机、折叠桌等家电家
具，还配置了太空跑台、太空自行车、
抗阻拉力器等健身器材。

舱内情景照明可由手机APP控
制。核心舱不仅可以实现在轨航天员
之间通话，还配置了天地视频通话设
备，可以实现与地面的双向视频通
话。另外，还有可以支持航天员收发
电子邮件的测控通信网和相关设备。
航天科技集团五院空间站设计师曾打
过一个形象的比喻：如果神舟飞船是
一辆轿车，天宫一号和天宫二号就相
当于一室一厅的房子，而空间站就是
三室两厅还带储藏间的“豪宅”。

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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