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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康乐发现一座金代砖雕墓
墓室内砖雕精美

新华社兰州电（记者 郎兵兵 张智敏）记者
从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文物管理部门获悉，康
乐县发现了一座金代墓葬。

这是一座仿木结构砖雕单室墓，平面呈“凸”
字形，由墓道、墓门、甬道和墓室四部分组成。工
作人员在墓室东、西两侧清理出两具基本完整的
成人骨架。出土随葬品三件，分别为灰陶罐、黑釉
瓷碗和黄白釉瓷碗。

墓葬除顶部轻微受损外，整体保存完整，墓室
内部砖雕精美。临夏州被称为砖雕之乡，河州砖
雕远近闻名。专家认为，这为研究砖雕传统、丧葬
习俗和建筑艺术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德国发现2.5米长猛犸象牙
在德国巴伐利亚小镇科芬，考古学家挖到了

一支尺寸惊人的猛犸象牙。考古学家仔细辨认了
这支珍贵的象牙，发现它完整度很高，牙根到牙尖
长达2.5米，这个尺寸表明它的主人曾是一头成年
雄性猛犸象。在象牙的旁边，考古学家还发现了
另一块骨头，它大约0.3米长、0.6米宽，从尺寸上来
看它很巨大，疑似是猛犸象的一部分。巴伐利亚
州古迹保护局的考古学家克里斯托夫·斯坦曼博
士认为，这支象牙和奇怪的骨头，之所以能保存得
如此完整，跟多瑙河的特殊构造密不可分。该区
域曾是多瑙河弯曲河道流过的土地，因此地下的
土壤十分潮湿，厚而湿的土壤对牙齿的外层施加
了恒定的压力，即使象牙内部已经腐朽了，但外层
仍保持完整。 （本报综合）

以色列发现史前人类就能
制作“骨汤罐头”

新华社华盛顿电（记者 周舟）以色列研究人
员领衔的国际团队发现，40多万年前的史前人类
已经学会保存食物。他们把鹿骨砍削留存，数周
后再食用其中的骨髓，就像吃“骨汤罐头”一样。
研究人员说，这些鹿骨上的砍削痕迹很特别，与取
食新鲜皮肉和骨髓时留下的痕迹不同。研究团队
使用鹿骨进行实验，发现这种砍削痕迹与食物长
期保存有关，且骨髓能保存9周营养不变质，就像

“骨汤罐头”。以色列这个洞穴中的史前人类生存
在距今42万年到20万年前，他们还会经常用火、
烹饪和烤肉并循环利用资源。研究人员推测，因
为以前主要的食物来源变得匮乏，这些史前人类
才学会这些新的生活方式，进而发展出更为复杂
的社会经济形态。

盘点木星上的新发现盘点木星上的新发现
■ 闻 文

木星是一颗拥有复杂云层和天气系统的气态巨
行星。木星表面明亮气体带和黑暗气体带是交替着
的，这些带中的风速可达100米/秒以上。日前某科
学杂志刊登有关木星探测器——朱诺号（Juno）数
据的研究结果，为我们揭示了近几年对于木星探索
的新发现。

大型气旋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发射的木星探测
器“朱诺号”于前段时间经过木星北部区域时有了新
的发现，在这片区域新出现了9个挨在一起旋转的
巨型气旋，此时的探测器是在距离木星仅3500公里
的高度拍摄到的，科学家对于木星气旋的形成机制
并不清楚。木星自转一圈的时间不到10个小时，是
太阳系中最为活跃的气态巨行星，在此之前人们发
现木星上那颗著名的“木星之眼”有逐渐变小的趋
势，“朱诺号”探测器此次拍摄到的木星气旋正挑战
了人类的知识盲区——这些气旋挨在一起却没有发
生合并！

探测器使用自带的极光红外成像仪（JIRAM）
更清晰地展示出木星北部的气旋样貌，外围8个
较小的气旋围绕着中间一个大型气旋，根据得到
的数据分析这些气旋的直径至少在 4000 公里到
4600公里之间，对于这些气旋最奇怪的地方是它
们之间如此接近却为什么没有互相合并，这些气
旋看起来犹如一堆旋转的齿轮完全不影响各自的
运行，这种诡异的场面直接挑战了人类对于气态
行星的理解。

太阳系中的气态行星几乎都发现有气旋存在，
“卡西尼号”探测器拍到土星北极有个奇怪的六角形
气旋，而且在这个巨大的六边形气旋中还有一个较
小的圆形气旋，对于土星上六边形气旋的形成原因
也是困扰科学家数十年的不解之谜，但肯定与木星
气旋的形成机制不一样，科学家认为在木星和土星
内部存在一个岩石核心，土星的六边形气旋可能是
受到核心磁场的影响才形成这样的。

在“朱诺号”探测木星的过程中，人们对于气态
行星也有了一个全新的了解，现在认为气态行星通
常都有一个强磁场的固态核心，或许在形成之初就
是一颗磁场极强的岩石行星，只是聚集了大量的气
体才逐渐变为一颗气态行星的，科学家认为当“朱诺
号”探测器向木星坠落时，最后传回的行星内部图像
或许才能解开气旋的谜团。

炫美极光

木星共有67颗卫星，木卫一、木卫二、木卫三和
木卫四是意大利的天文学家伽利略在1610年发现，
所以这4颗木星的卫星也被称为“伽利略卫星”。

木卫一是伽利略卫星中距离木星最近的卫星，
也是太阳系中的第四大卫星，而木卫三是太阳系中
最大的卫星，直径比水星还要大。

就像地球上的极光一样，木星的极光是在高能
电子与行星强大的磁场相互作用时，在其上层大气
中产生的。而且，“朱诺号”探测器最近通过使用紫
外光谱仪（UVS）和木星高能粒子探测器仪器（JEDI）
收集的数据证明，木星的磁场比我们在地球上看到
的磁场现象要强大得多。

除了达到比地球上的极光强度高10到30倍（高
达400000电子伏特）之外，木星的南北极光风暴也
会出现椭圆形的扰动，每当木卫一和木卫三轨道靠
近木星时就会出现。

科学家们还发现了由木卫三在极光带创造出的
两个斑点，其中延伸尾部从主要极光点最终分裂为
两个。虽然不确定是什么导致了这种分裂，但他们
认为这可能是由于木卫三和木星磁场之间的相互作
用造成的。要知道的是木卫三是太阳系里唯一一颗
拥有磁场的卫星。伽利略号探测器6次近距离掠过
木卫三，发现了木卫三存在一个独立于木星磁场之
外的磁场，其磁矩是水星的三倍大。木卫三的内核
主要由硫化亚铁和铁构成，流动的铁内核被看成是
磁场产生的原因之一。由于木卫三独立磁场的存
在，让这颗卫星周围存储在一个磁场空间，而这个空
间部分会嵌入到木星磁场空间中，这使得木星和木
卫三之间的磁性相互作用比以前想象的更复杂。

研究木星的磁暴是“朱诺号”探测器的主要目标
任务之一，以此更多地了解行星的内部结构以及它
是如何随时间演化的。由此天文学家希望更多地了
解太阳系是如何形成的。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最近
也将任务延长到2021年，使它有三年的时间来收集
这些神秘的数据。

巨大冰层

木星的卫星群中有许多特别的东西，举个例子，
木卫二就是一个潜在拥有生命的星球。美国国家航空
航天局已经发现木卫二上拥有一个巨大的冰壳，内部
大约数公里的表面下拥有海洋。这个发现已经很直接
指出，木卫二不仅拥有液态水，而且还是咸水海洋。

当然光有水还不够，虽然有水就意味着有生命，
但这里的水如果拥有足够的氧气、营养物质那就更
能促发生命的诞生。从某种角度看，木卫二也算是
太阳系中一颗现状与地球非常接近的星球，两者都
有液态海洋，区别在于一个在冰下，一个在表面。

冰下海洋无法被直接探测，但可以间接获
得海洋中的物质成分。因为木卫二在受到木

星潮汐作用时会爆发出强大的内部热源，
触发表面喷射流的出现，物质可抛入轨

道中，只要探测器从喷流上方掠过，就
可以收集到物质。

这个计划已经被美国国家航空
航天局列入预算，大约在2022年发
射探测器前往木卫二，验证那样的海
洋是否真的有微生物。

内蒙古阿拉善新发现
古代岩画遗址

新华社呼和浩特电（记者 张晟）记者从内蒙
古自治区阿拉善盟文物局了解到，考古人员近日
在阿拉善右旗阿拉腾敖包镇巴音陶海嘎查境内新
发现布德日根呼都格岩画群遗址，共有岩画11幅。

据介绍，该岩画群遗址距离阿拉善右旗273公
里，岩画刻画在花岗岩上，内容主要以人面像为
主，11幅岩画中除1幅为“骑者”外，其他10幅岩画
均为人面像或圆形图案，形状有圆圈形、扁长形、
长方形等。这些图形有的较为简单，近似于符号；
有的较为复杂，像是某些符号的组合。

阿拉善右旗文物保护中心主任范永龙说，新
发现的岩画基本上都是磨刻，与此前阿拉善右旗
境内发现的73处岩画在凿刻方面、展现内容、深浅
程度上均有较大区别，此次发现对进一步研究阿
拉善巴丹吉林岩画的起源和演变提供了重要材料
和依据。下一步，阿拉善右旗文物保护中心将邀
请专家对新发现的岩画开展断代、研究、保护等相
关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