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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夏以来，天气十分炎热，紫
外线也格外强烈。人们纷纷撑起
遮阳伞，涂上防晒霜，为自己防晒
降温。有没有办法给地球也防
晒降温？在科学家的设想中，为地
球防晒降温的方式，也是撑“遮阳
伞”，涂“防晒霜”。

设置“气泡”屏障
为地球撑起“遮阳伞”

“如果气候变化已经相当严重，
人类的应急方案可能有哪些？”近期，
美国科学家提出设想，在地球和太阳
之间建一道屏障，以抵御气候变化。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相关研究人
员将其命名为“太阳能地球工程”方
案，具体措施为从地球发射航天器，
在太阳与地球之间设置透明的薄膜
气泡，也就是“太空气泡”，从而反射
一部分射向地球的太阳光。

研究人员指出，这些“太空气
泡”可以用一种薄而透明的“硅熔
体”材料制作而成，最佳放置点可在
太阳与地球之间的“拉格朗日点”，
以便停留在相对于地球较稳定的轨

道上。由于气泡可通过打破表面平
衡来人为进行销毁，“太阳能地球工
程”方案是完全可逆的，能大大减少
太空垃圾。

这是针对整个地球的防晒降温
方案，大量巨型太空气泡充当着地球
与太阳之间的屏障，好比为地球撑上
了一把“遮阳伞”。

虽然这个设想听上去有些异想
天开，但是可以用数学方法进行验
证。研究人员指出：“如果能反射
1.8%的入射太阳辐射，就能完全逆转
当今的全球变暖。”

不过，研究人员同时指出，这种
设想并非全球气候变化的全面解决
方案，只能作为一种补充方案。

释放特殊“气球”
为地球涂上“防晒霜”

无独有偶。早期英国科学家在
关于如何预防全球变暖方面也提出
了另一个奇妙的设想：为地球涂上

“防晒霜”。
不少媒体都喜欢将臭氧层比喻

为地球的“防晒霜”。近年来，臭氧层

消耗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导致地
球“防晒霜”告急。因此，英国科学家
提出了一个大胆设想，通过向平流层
喷洒足够的二氧化钛来反射太阳光，
为地球再涂上一层“防晒霜”。

纳米级二氧化钛本身就广泛用
于生产物理防晒型防晒霜，它既能吸
收紫外线，又能透过可见光，并且性
质稳定，具有良好的遮盖能力，倘若
喷洒在地球大气平流层，理论上也能
够长期发挥其物理防晒作用。

科学家计算，只需要往平流层运
送300万吨二氧化钛，就能够在平流
层形成一层厚度为1毫米的保护层，
足够抵消两倍当前大气中二氧化碳
含量所导致的温室效应。具体方法
为，利用特殊的高空气球将二氧化钛
带入平流层，然后进行释放，使二氧
化钛均匀分布在地球大气平流层。

这一原理来自火山爆发后二氧
化硫进入平流层导致全球降温的“火
山冬天”效应。但二氧化硫容易在平
流层中形成硫酸层，进一步形成硫酸
型酸雨，对人体有害，并不适合用于
制作地球的“防晒霜”。

（本报综合）

“在未来的某个时候，我们可能将
不得不离开我们的太阳系。今天，我
们的技术还无法支持这样的任务，因
为我们没有能够克服这些太空旅行所
面临障碍的航天器。但如果我们可以
在没有飞船的情况下遨游太空，又会
怎样呢？”美国科学家日前发表文章，
探讨在没有太空飞船的情况下人类实
现星际旅行的可能性。

如果没有大型的星际飞船，仅仅

依靠中小型载人航天器有可能实现星
际旅行吗？美国休斯敦社区学院物理
学和天文学专家提出，可以参考外星
文明的做法。外星文明可能会利用自
由漂浮的“流浪行星”作为星际交通工
具，以到达、探索其他行星系统，进行
星际移民和殖民活动。

“流浪行星”也被称为星际行星或
孤儿行星，简单地说是不绕任何恒星公
转的行星。它们有些也可能曾经绕着

自己的恒星公转，但受到其他行星等天
体的引力影响后被抛出该行星系，流浪
于星系或宇宙之中。有些则可能是像
恒星一样通过吸积形成的。此外，它们
也有可能来自奥尔特云。科学家推测，
银河系内的“流浪行星”数量约有500
亿颗，大概是恒星的两倍之多。

虽然这样的行星中有许多都是无
法维持人类生命存在的荒芜的流浪行
星，但研究人员推测，其中一些“流浪

行星”可能拥有地表海洋或地下海洋，
并且通过放射性衰变保持着海洋的温
暖。再加上可持续的大气层和可靠的
引力水平，在这些温暖的地下海洋中，
就可能存在着搭乘这些行星进行迁移
的生命形式。

理论上，足够先进的外星文明有可
能占据这些“流浪行星”中的一个，使它
们成为星际旅行的可利用资源，并利用
它们离开原先所在的星球甚至星系。

“流浪行星”或可协助人类星际迁移
■ 钟兴华

太阳系最热的行星
金星

金星的表面温度为465~485℃，
是太阳系八大行星中温度最高的行
星。但金星并不是离太阳最近的行
星，为什么温度却是最高的呢？

科学家认为，金星可能由于天
体碰撞使自转速度变得缓慢，导致
磁场消失。失去了磁场的保护，金
星的大气逐渐被太阳风吹散。失去
大气，金星表面如海洋一般的液态
水迅速流失。而水的流失，又使得
金星地表压力发生巨大变化，地壳
活动加剧，火山接连喷发。大量的
火山喷发带来了大量的二氧化碳和
其他酸性气体，重新形成大气。但
这种特殊的大气不但将大部分的太
阳光都反射了回去，且具有极好的
保温作用，因此金星上温室效应十
分显著，很快就孕育出了极高的温
度。 （本报综合）

太阳系最冷的行星
海王星

海王星表面温度约为-214℃，
是已知太阳系中离太阳最远的大
行星。

海王星属于气态星球，但在内
部却有着巨大的海洋，而且温度很
高。倘若深入其中上万公里处，人
们会发现，在巨大的压力和高温下，
连气态都相变成了液态。在其内部
深处的数百万个大气压和数千摄氏
度高温下，连碳元素都会变成液体
钻石。在这些液态钻石海洋下面，
距离地核8000公里处，还包裹着一
层特殊的“冰”。

在不同的气压下，水的冰点各
不相同，且形成的冰，物理性质也不
同。科学家将不同压力和温度下得
到的不同物理形态的水冰用数字进
行了编号。例如，在科幻小说中常
常提到的“冰七”，即是室温下的液
态水在 30 亿帕（Pa）以上的气压下
形成的。而海王星上的这种“冰”，
被称作“冰十八”，是在更高的高温
高压下形成的水冰“地幔”。

（本报综合）

能给地球防晒降温吗
相
关
链
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