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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

新华社北京电 美国航天局戈达
德航天中心日前发布公报说，一个国际
天文学家团队利用美国哈勃太空望远
镜发现了迄今已知的最遥远、最古老的
星系群。这个三重星系群被称为
EGS77。

公报说，虽然科学家曾观测到更远
的星系，但EGS77是迄今发现的最遥远
星系群。更重要的是，观测表明这个三
重星系群参与了宇宙初期被称为“再电
离”的改造过程。EGS77大约诞生于宇
宙大爆炸后6.8亿年时，当时宇宙年龄
还不足现今138亿岁的5%。

在最初期阶段，宇宙是由电子、质
子、原子核和光组成的发光等离子体。
当时宇宙处于电离状态，与霓虹灯或荧
光灯管中的气体类似。宇宙膨胀和冷
却约38万年后，电子和质子结合形成
第一批原子，其中90%以上是氢原子。
又过了几亿年，这些氢气形成第一批恒
星和星系。

但氢气的广泛存在如同“迷雾”，遮

挡了人类观测早期宇宙星系的视线。
氢原子可以吸收并发射远紫外波段的
光，这个光被称为“莱曼阿尔法光”，其
波长为121.6纳米。第一批星系发出的
部分光也处于该波段，很容易与氢原子
互相作用，被散射至各方向而难以远距
离传播。

来自星系的强光可以电离星系
周围的氢气，形成一个类似气泡的结
构，后者可以让光穿过。像这样的气
泡在所有星系周围“生长”，填满了星
系之间的空间，这个过程就是宇宙的

“再电离”，为光在宇宙中传播扫清了
道路。

EGS77是第一个在参与该过程中
被人类捕获的星系群，它形成了一个足
够大的气泡，从而使它发出的光未经太
多衰减到达地球。因为宇宙一直在膨
胀，EGS77发出的莱曼阿尔法光的波长
在传播过程中被拉长并向红外端移动，
因此天文学家实际上在近红外波段探
测到它的存在。

哈勃太空望远镜发现迄今最遥远星系群

首个可宜居行星被发现

人类真的可以移民太空吗？
■ 尹 凝

太阳系里，地球是唯一一个
拥有生命存在的星球，可是宇宙
这么大，难免也会有不同的“太
阳系”存在，那么存在另一个，或
多个的“地球”也不是什么不可
能的事情。近日，美国国家航空
航天局（NASA）宣布发现了一
颗系外行星，编号为TOI 700d，
并宣称这颗行星可能存在液态
水。消息一出，“首个可能宜居
的地球大小行星被发现”这一话
题便迅速登上微博热搜榜。

移居外星球目前还不可能实现

“要注意，TOI 700d不是‘首个可
能宜居的地球大小行星’，而是首个由
TESS 发现的位于宜居带内的地球大
小的系外行星。许多媒体在报道时忽
视了很重要的关键限定词。”中科院紫
金山天文台副研究员陈果如是说。有
数据显示，开普勒望远镜已发现4000
多颗候选行星，其中处于宜居带的行
星超过200颗，包括系外行星开普勒
（Kepler）－452b，以及英国伦敦大学
学院宣布发现的K2－18b等。

“一般来说，发现可能宜居的行星
后，做理论研究的科学家，会根据可能
宜居的行星的物理参数进行建模，分
析其气候，给出更为具体的宜居性指
标，预测可能观测到的光谱特征，研究
其形成演化历史等。而做观测研究的
科学家，会尝试通过凌星、视向速度、
直接成像等手段，去获取这颗行星的
光谱，通过分析特定的光谱特征，来判
断是否存在对应的原子、分子，并测量
这些成分的丰度，综合给出宜居性的
观测依据。不过，现有的观测设备仍
难以开展针对宜居带行星大气的观测
研究。”陈果说。

如果真的发现宜居系外行星，人类
会移居过去吗？“人类现有的科技是没
法实现的。”陈果解释道，最近的比邻星
离我们也有4.22光年，以人造飞行器

“帕克号”为例，若能一直保持其近日点
时的最大速度（每小时约70万公里），
那也要6500年才能到达离我们最近的
比邻星。

高中生参与该行星的发现

年前，在举行的美国天文学年会
上，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秀”的不仅有
新一代主力系外行星探测器“苔丝”
（TESS），还有两名高中生。他们分别参
与了“苔丝”发现首颗类地大小的宜居
带行星和首颗存在双日系统中的行
星。“苔丝”全称“凌日系外行星勘测卫
星”，于2018年4月发射升空，旨在“接
棒”开普勒太空望远镜成为行星猎手。
具体而言，“苔丝”通过检测恒星亮度随
时间变化的光曲线来寻找行星。一旦
出现“凌日”现象，即当行星掠过恒星表
面时，恒星的亮度就会像发生日食一样
有所下降。原理很直观，开普勒望远镜
就用这种方法找到了4000余颗系外行
星。但在实际操作中，依然会出现困难
和误判。令人惊喜的是，高中学生就能
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研究团队里帮
助解决这些问题。沃尔夫·库克尔在纽
约斯卡斯戴尔高中读完高三，就进入美
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著名的戈达德飞行中
心进行实习。他查看了此前被志愿者
们标记为“日食双星系统”的所有数
据。这是一种两颗恒星围绕彼此旋转
的系统，从观测角度看会互相遮盖。在
双日系统里寻找行星可比在单日系统
里难。在两颗恒星的影响下，行星的凌
日现象并不规律，此外，“苔丝”很难发
现行星掠过小一点的那颗恒星。这是
一类目前的计算机算法不太擅长的信
号，反而使人眼更容易寻找蛛丝马迹。
因此，像库克尔这样的实习生需要逐个
排查数据。实习刚开始3天左右，库克
尔就发现一个标记为TOI 1338的双日
系统里存在不寻常的信号。这个信号
乍看像是小恒星遮盖大恒星造成的日
食，但出现的时机不对。他反应过来，
这其实是一颗行星。最终证实，这颗与
地球差不多大小的行星，围绕著剑鱼座
的红矮星TOI 700运转，因此被命名为
TOI 700d。

类似于地球的宜居星球

TOI 700d，环绕着一颗红矮星TOI
700公转，公转周期是37天，而地球的公
转周期是一年。这颗恒星相比太阳，体
积更小，温度较低，热度只有太阳的一
半，亮度只有太阳的五十分之一，所以这
颗行星能够获得的热能只有地球能获得
的86%。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相信，由
于它的运转位置恰好在宜居区域上，故
可能存在液态水。该行星质量和大小只
有太阳的40%，表面温度亦只有太阳的
一半。它每37个地球日完成一次公转，
比起地球来说只从太阳接收86%的能
量，是离TOI 700最远的一颗行星。此
外，恒星TOI 700是一颗红矮星。“红矮
星紫外辐射很强，会使行星大气中的水
分子、二氧化碳分子发生光致离解，也有
可能侵蚀和剥离行星大气。科学家们观
测发现TOI 700d还存在潮汐锁定现象，
类似于月球，永远以同一面朝着恒星，不
似地球一样还会自转，所以很可能不会
存在昼夜交替，也不会有春夏秋冬。它
的气候和地球完全不同，虽然存在诞生
生命的条件，但只是位于“宜居区域”，并
不一定完全适宜生存。另一方面，这颗
行星的大气构造也和地球不同。科学家
们做了不少模拟实验，有些显示出这颗
行星表面被海洋覆盖，外围大气层则是

“密集的、二氧化碳主导”，类似于火星早
期的大气层。有些则显示出这颗行星干
燥无云。具体它的气候如何，还需要很
长时间的观测和计算。虽然剑桥大学的
科学家们发现，系外行星大气中，水很常
见，但是含量极低，更遑论液态水，所以
这次发现TOI 700d意义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