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生活 探索
2022年5月12日 星期四
主编：何军林 编辑：关莹洁 美编：况中银
投稿邮箱：cqkejibao@sina.com 13

中国开启“地球2.0”计划

寻找第二个地球
新华社记者 张建松

茫茫宇宙中，地球是唯一孤独的存在吗？面对人类的亘古追问，来自中国科学
院上海天文台、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
究所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100多位科研人员，在中科院战略先导项目“地球
2.0”支持下，拟对银河系类地行星进行一次“普查”。核心目标是发现位于不同轨
道上的大量类地行星样本，包括发现第二个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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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技术仍需攻关

据葛健介绍，来自国内外30
多所大学和研究所200多位天文
学家参与的卫星科学团队，目前
已完成卫星项目的科学目标研
究；卫星的技术团队也已经完成
载荷、超高精度导星和卫星平台
的设计方案。

除此之外，卫星工程方案中
还有两个关键技术需要攻关：卫
星姿态超高稳定度控制和超高精
度CMOS测光相机。在卫星姿态
方面，团队已完成卫星飞轮隔震
系统的地面试验验证，将于今年
4月开展在轨验证；在超高精度
测光相机技术方面，已完成单探
测器相机空间样机的实验室组
装，正在开展性能测试。“我们希
望在关键技术完成攻关并得到验
证以后，‘地球2.0’项目能顺利进
入工程立项。”葛健说。

解决地球演化之谜

“我们的核心目标，是发现位
于不同轨道上的大量类地行星样
本，包括发现第二个‘地球’（即

‘地球2.0’）——处于类太阳恒星
的宜居带内、地球大小（0.8~1.25
地球半径）的行星；旨在解答三个
基本问题，‘地球2.0’在宇宙中有
多普遍？地球是如何形成和演
化的？‘流浪地球’又是如何
起源的？”葛健表示。

业内专家认为，
“地球 2.0”项目实施以

后，将会使人类获得最
大的类地行星样本
库。通过对各类类地
行星样本进行深入
分析，天文学家有
望能揭开类地行星
和流浪行星的起源
之谜；通过后续地
面和空间望远镜的
观测，测量和研究

“系外地球”的质量、
密度，以及它们上面
的大气、海洋和宜居

性特征，甚至有望发现
系外生命迹象，将系外

行星科学研究跃升到“地
球时代”。

找到第二个地球

“地球2.0”项目负责人、中国
科学院上海天文台葛健教授介
绍，作为宇宙中最基本的天体之
一，行星是生命和文明的摇篮，对
行星的探测及其形成演化的研
究，承载着人类渴望揭开生命起
源和寻求地外生命的强烈愿望。
近20年来，系外行星研究极速发
展和关键技术逐渐成熟，已经将
人类推到了发现“第二个地球”的
关键路口。尤其是“凌星法”和

“微引力透镜法”观测，对小质量
行星探测具有高度敏感性。

“地球2.0”项目将首次结合
这两种先进的观测方法，自主研
制6台30cm口径、500平方度广
角凌星望远镜和1台30cm口径、4
平方度的微引力透镜望远镜，通
过搭载在科学卫星上，发射到日-
地拉格朗日L2点处，利用超大视
场和超高精度的光学测光，对银
河系内类地行星进行大规模普
查。以求发现一个和地球一样，
可供生命存续的“地球2.0”。

“地球2.0”会在哪

迄今为止，人类还没有发现
任何“地球2.0”。但天文学家确
信类地行星（包括“地球2.0”）的
存在，而且存在于非常广大轨道
范围，从灼热的恒星附近一直到
极寒的太空。通过开普勒望远
镜，天文学家在一些较安静亮星
周围，已经找到了300多个轨道
短（少于20天）、但大小与地球类
似的固体行星。

“与超级地球不同，这些行星
很可能是在原恒星气体盘完全消
散后碰撞而成，因此和地球起源
最为类似，这些被称为‘亚地球’
的行星，可能分布在不同轨道
上。而那些位于宜居区内的‘亚
地球’，很有可能就有我们一直想
搜寻的‘地球2.0’。”葛健说，“我
们不仅想找到首个‘地球2.0’，还
想通过‘凌星法’和‘微引力透镜
法’，找到大量热的、湿的、冷的

‘地球’，以及被逐出行星系统的
‘流浪地球’（不围绕任何恒星运
行的自由漫游天体）。”

“地球2.0”的
三个理解

第二个地球
从字面上理解，人类要搜寻的

“地球 2.0”必须与地球非常相似。
从天文探索的角度讲，这意味着“地
球 2.0”必须要满足一定的参数标
准，那就是处于该恒星系的宜居带
内，同时行星的半径必须介于 0.8~
1.25倍的地球半径范围之内。

一颗人造卫星
“地球2.0”刚被提出的时候，全

称为“地球2.0凌星巡天卫星”计划。
该计划的核心内容是在卫星上搭载
6台500平方度广角凌星望远镜以及
1台4平方度微引力透镜望远镜。可
以理解为，执行“地球2.0”计划的是
一颗搭载了7个望远镜的人造卫星。

一个先导项目
“地球 2.0”属于中科院战略先

导项目。据知情人士透露，“地球
2.0”拟在今年 6 月完成立项论证，
2026年底之前完成卫星建造并发射
升空，并于2027年夏天开始科学观
测。目标是在 4 年的观测任务期
内，找到5000颗类地行星，包括“地
球2.0”。 （本报综合）

行星凌星法
和微引力透镜法

行星凌星法
地球离不开太阳，假如真有类

地行星，那么其附近一定也有恒星。
科学家发现，当太阳系外行星

围绕它们的恒星运行至恒星朝向地
球的一面时，行星有可能从母恒星
的前方通过，从而发生与“金星凌
日”相似的现象，这种现象被称为

“凌星”。“凌星”现象发生时，恒星的
光芒因被遮挡而减弱。虽然这个减
弱的程度很小，但天文学家通过恒
星的亮度变化可以确定系外行星的
轨道倾角，进而确定它的质量、大小
和密度。观察“凌星”现象搜寻外星
行星的方法被称为行星凌星法。

但是，此法很难观测到那种“凌
星”周期超过一年的行星，也很难发
现不发生“凌星”现象的“流浪星球”。
这就轮到微引力透镜法上场了。

微引力透镜法
“微引力透镜”是发生在恒星级

天体中的引力透镜现象。
光是沿直线传播的，但在通过

介质时会出现一定角度的偏折。当
星光经过大质量行星时，也会在引
力中发生偏转，微引力透镜望远镜
就是专门探测这种现象的。银河系
存在相当数量的较暗弱天体，它们
造成的微引力透镜现象能够在短时
间内令背景光发生畸变，因此微引
力透镜法为“普查”这些天体提供了
非常重要的手段。 （本报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