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1990年开始，国家文物局委托
中国文物报社和中国考古学会举办每
个年度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
以下考古新发现，你知道多少呢？

1. 一位僧人40年前找到的一块
人骨化石，成为青藏高原最早的人类
活动证据。

2019年 5月2日，《自然》杂志发
表了一项研究成果，研究揭示，一件发
现于中国夏河县的古人类下颌骨化
石，距今已有16万年，在遗传学上与
西伯利亚阿尔泰山地区丹尼索瓦洞的
丹尼索瓦人亲缘关系最近，可以确定
其为青藏高原的丹尼索瓦人。此前，
丹尼索瓦人的人骨遗存只发现于丹尼
索瓦洞。

有意思的是，这件下颌骨是一位
佛教僧侣在大约40年前，从青藏高原
海拔约3000米以上的洞穴中发现的。
而阿尔泰山地区的丹尼索瓦洞，海拔
仅约700米。两地相距约2800公里。

2. 4000多年前的“小区”，围墙
为何由方而圆？

西孟庄遗址，位于山东省滕州市
界河镇西孟村南，发掘面积总计2500
平方米，揭露出一处保存完整、结构清
晰的龙山文化聚落。

聚落分早晚两期，早期聚落为龙
山时代初期，围墙为方形，墙内发现房
屋10座；晚期聚落为圆形围墙，其外
环绕浅沟，墙内房屋34座。

这种由方而圆的奇特的聚落形态
变化，引起了考古研究者的极大兴
趣。这也是自上世纪30年代龙山文
化发现发掘以来，首次完整揭露基层
社群的聚落遗址。

3. 嫩江流域进入文明社会的时
间，提前了千余年。

洪河遗址，位于黑龙江齐齐哈尔
地区的洪河村，2018年至2019年第五
次发掘，揭露面积约1600平方米，清
理出新石器时代晚期环壕及12座房
址，每个面积在40~105平方米之间。

环壕的出现，大型房址的使用，说
明嫩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晚期渔猎文明
存在定居模式，由此将嫩江流域进入
文明社会的时间提前了千余年，进而
改写了黑龙江流域的文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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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幻作品中，我们经常能看到
人类居住在行星大小的物体上。从
《星球大战》中传奇的死星，到《银河系
漫游指南》中的行星建造设施，建造一
个适居星球的想法一直是科幻作家们
讨论的话题。问题是，我们能做到
吗？如果能做到，我们又该怎么做？

基本居住条件

如果想要建造一个可供人类居住
的星球，我们首先要在太空中找到一
个合适的场所。最重要的是，这颗星
球需要处于适居带内。这意味着这颗
人造行星的轨道，或者它与最近恒星
的距离，应该能够确保温度有利于生
命的发展。如果这颗行星离恒星太
近，我们会被恒星的热量烤焦，而如果
离得太远，我们又会在严酷的低温下
冻结。此外，星球上还必须存在大量
的液态水，因为没有水就没有生命。

除了合适的温度和与恒星的距
离外，星球还需要含有可呼吸气体的
大气层、类似地球的稳定重力、适当
的昼夜循环等。只有满足这些先决
条件，我们才能考虑从零开始构建一
个宜居星球的计划。

现在，建造所谓的“人造宜居行
星”就可以有两种方式。第一个方
案，我们可以制造一个行星复制品，
包括一大块被做成巨大球体的岩石，
几乎与太阳系的其他行星没有区
别。另一个方案，就是在太空中建造

一颗巨大的卫星，更确切地说，是一
个球形空间站。第二种方案并不是
真正意义上的行星。尽管呈现球形，
但这颗人造星球并不会以固定的轨
道绕太阳运行，而可能只是像其他人
造卫星一样在地球上空盘旋。

构成空间站

如果我们像建造航空母舰那样，
建造这个类似行星的新空间站，并且
主要用钢铁作为建筑材料，那么将需
要大约1000万亿吨的钢铁。以我们目
前的技术而言，光是生产这么多钢铁
就需要80万年以上的时间。目前，人
类每年只能生产大约18亿吨的钢铁。

要获得建造这种类行星空间站
的原材料，唯一的变通办法是向太空
获取，而不是依赖地球的资源。为
此，我们可能需要开采小行星，甚至
月球。接下来，我们需要利用能够在
微重力下工作的机器人建造一个可
供居住的球形物体。之所以要建造
一个类似行星的空间站，是因为这样
才能获得类似地球的重力。

建造一个类行星球形空间站听起
来很酷，但它可能存在着固有的缺陷：
缺乏稳定性。为了保持其稳定运行，
我们需要进行大量的主动维护。而根
据一些科学家的说法，我们距离达到
这一水平还需要几个世纪的时间。

从大自然中汲取灵感

马克·亨普塞尔是英国私
营航空公司的航空工程师，已
经对建造人工行星的可能性
进行了全面的研究。亨普

塞尔认为，没有必要完全
精确地建造地球的

复制品。换言
之，我们可以
建造小一些
的复制行
星。他估

计，要在人造行星上达到相当于地球
重力的水平，工程师们可以将地球十
分之一的质量压缩到一个接近月球
大小的球体中。地球的质量约为
5842万亿吨，而月球的直径是3476
公里。当然，这仍然需要大量的岩
石，亨普塞尔认为，我们可以尝试模
仿大自然形成行星的过程，但要加快
速度。

为了加快速度，我们可以在太阳
附近建立一个先进的核聚变设施，在
那里获取建造新的类地行星所需的
较重的物质。他指出，密度较大的元
素如锇、铱和铂等，将是构建复制行
星的不错选择。这些较重的元素可
以层层叠在一起，然后自然冷却。

不过目前人类已知获得这些元
素的唯一途径是超新星的热核爆
炸。然而，即使可以用这种方法来加
快行星的形成过程，建造一颗行星也
需要几千年的时间。

地球化是更好的选择

除了上述两种异想天开的想法，
还有一个更可行的选择——通过地
球化改造行星或卫星，使其适合人类
居住。

在地球化改造中，我们不必从零
开始建造行星。我们所要做的，就是
改造已经存在的行星（或卫星），使其
环境适合生命生存。例如，我们可以
在火星上进行核爆炸，使其大气层变
暖到我们所需的程度。然后，我们需
要寻找一种能保留住火星大气层的
技术，使其能像地球一样维持适宜温
度。许多研究人员相信，这一设想有
可能在几十年内成为现实。

最后总结一下，从科幻作品的角
度，从零开始建造行星是相当有意思
的情节，但实际上，这一想法的实现
离现在的我们还很遥远。未来几十
年内，我们或许能将火星或月球变得
更像地球，对人类来说，这已经是一
项难以置信的壮举。 （本报综合）

从科幻到现实

如何从零开始
建造一颗适居行星

圆明园澹泊宁静遗址
考古发现皇家稻田

这些考古重大发现
你知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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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河遗址洪河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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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电（记者 罗鑫）记者近日
从圆明园管理处获悉，由圆明园管理处联
合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
学院开展的圆明园澹泊宁静遗址考古工作
日前取得重要成果，发现主建筑“田字房”
和皇家稻田遗址。

澹泊宁静遗址位于圆明园西北部，是
圆明园四十景之一，清代雍正五年（1727
年）建成。据史料记载，澹泊宁静的主建
筑是座“田”字形大殿，俗称“田字房”。

“田”字象征农耕，古代中国奉行以农为
本，清朝皇帝不但以“田”为房，还在圆明
园的稻田里举行藉田之礼即亲耕，以示对

农业的重视。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副研究馆员、圆明园

课题组组长张中华介绍，“田字房”的保存状
况、布局形制和工程造法对于研究清朝园林
建筑工艺具有重要作用。目前房屋外围墙
体部分损毁，33间房屋揭露出9间。房屋东
侧、西侧和北侧均发现田埂和稻田遗址。下
一步，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将把皇家稻田土壤
送进实验室，了解土壤构成，进一步开展植
物考古学研究。

张中华表示，本次在圆明园发现的“田字
房”和皇家稻田遗址，其文化内涵与3000多年
前周原遗址中祭祀土地的场所“社”一脉相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