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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给地球再加个“月亮”
放在这几个位置最安全

科普4 2023年2月2日星期四
编辑樊洁美编郑翔
投稿邮箱 cqkejibao@sina.com CHONGQ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EWS

□曲炯

春节期间，电影《流浪地球2》和
电视剧《三体》“喂饱”了不少喜爱科幻
的观众。在观剧、观影的同时，大家对
这两部作品中出现的相关科学术语和
相关问题也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比如
洛希极限、三体问题等。近日，搜狐创
始人张朝阳还在他的线下物理课上谈
到了关于《流浪地球 2》中的一些设
计，并且还建议《流浪地球3》可以以
拉格朗日点来发展剧情。

对于天文爱好者来说，“拉格朗日
点”这个词语可能并不陌生。它以法
国科学家拉格朗日命名。当年嫦娥四
号的通信中继卫星鹊桥号，就是处在
拉格朗日点来保证嫦娥四号与地球的
通信的。那么，“拉格朗日点”到底是
哪个点？为什么要以拉格朗日的名字
命名？

航天领域的关键点：
拉格朗日点

约瑟夫-路易·拉格朗日是法国籍
意大利裔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他开
创了分析力学中的拉格朗日力学，推
动了天文学的力学分析化。随着科技
的发展，拉格朗日的大名不再仅限于
教科书。现在，在空间研究和航天科
技领域相关的新闻里，大众常常能听
到一个词，就是“拉格朗日点”。比如：
鹊桥号中继卫星在地月系的拉格朗日
点附近运行，提供月球背面和地球的
通信服务；詹姆斯·韦布太空望远镜安
置在拉格朗日点，对“大爆炸”早期的
宇宙景象进行观测……那么，“拉格朗
日点”到底是哪个点呢？

在了解拉格朗日点之前，我们不
妨先思考一个有趣的小问题：以地球
和太阳为例，在地球公转轨道面的哪
个位置放个小天体，可以使这个小天
体围绕太阳公转时，还具有与地球相
同的公转周期，并且与太阳、地球的相
对位置保持不变呢？

这实际上是三体问题的一组特殊
解，是一种特殊的平动状态。早在
1767年，欧拉就求出了这个限制条件
下的三个特解。随后，1772年，作为
欧拉的非正式却得了真传的学生，拉
格朗日又算出了两个。这五个特解在
公转轨道附近所对应的位置，叫作“拉
格朗日点”（又称平动点），分别编号为
L1、L2、L3、L4和L5。

这五个序号不是随意编的，每个
数字对应一个唯一的位置。以太阳和
地球为例：L1在日地之间的连线上，并

且距离地球更近些。L2在日地的连
线延长线上，在地球一侧，或者说，在
地球阴影方向。L3在地日的连线延
长线上，在太阳一侧，地球的对面，和
太阳的距离基本等于日地距离。L4
和日地成等边三角形，引领着地球运
行。L5和日地成等边三角形，跟随着
地球运行。其中L1到L3是欧拉求得
的结果，L4和L5是拉格朗日求得的。

可以看出，L1、L2一个在地球轨道
内侧，一个在外侧，如果不考虑地球的
话，内圈的应该跑得比地球快，外圈的
应该跑得比地球慢才对。不过，这里
有个“如果”。地球引力会对L1的小
天体说“等等我！”，对L2的小天体，则
是喊“跟紧些，别掉队！”

结果，虽然距太阳有远有近，但
L1、地球、L2却以同样的角速度奔跑在
黄道面上。L1的小天体总是悬停于地
球的白昼一方，L2的小天体则始终逗
留在黑夜的那一面。

确切地说，五个拉格朗日点都是
围绕太阳和地球的公共质心转绕的，
这个质心在太阳中心偏向地球约450
千米的位置，和太阳 696340 千米的
半径相比，可以忽略不计。看到这
里，可能很多人都会默认拉格朗日点
就是太阳、地球、月球之间的事儿
吧？其实并不是，只要是类似的天体
系统，都有这样的解存在，不过在本
文里，拉格朗日点指的就是从 L1 到
L5这些点。

在拉格朗日点放一个小卫星
会发生什么

拉格朗日点是数学里的理想特
解，而在现实世界里，并不能一劳永逸
地把探测器放到拉格朗日点从此撒手
不管了。五个拉格朗日点的稳定性是
不同的，就像把一个苹果顶在头顶或
搁在碗底，它对外界干扰的表现完全
不一样。

放置在L1、L2或L3的小天体，如
果受到其他天体的干扰（很常见，比如
月球）而偏离一点点，就会持续偏离，
越走越远；而放在L4或L5的，只要日

地质量比大于25，它即使被其他行星
摄动拉偏，也能画一个蚕豆状的曲线
飘荡回来。所以，如果我们把探测器
放到L1、L2或L3，就要给它多备一些
调整位置和姿态的推进剂，而对于L4
或L5就可以节省许多。

不过，L4和L5有别的烦恼：因为
它们很稳定，所以许多天然的小天体
也容易聚集在这里，安排在这里的探
测器被撞坏的概率比其他三个点高很
多。人们根据拉格朗日点的特性，为
特殊性质的太空探测设计了一些量身
定制的方案。

1.拉格朗日点——L1
L1在日地之间，所以研究太阳的

探测器就放置在这里，它们距离地球
150万千米左右，在月球轨道以外，永
远不会掉进地球或月球的阴影，可以
持续观测太阳。太阳及日光层探测仪
（SOHO）、深空气候观测站（DSCOVR）
就被部署在这里。中国的嫦娥五号轨
道器完成登月任务后，由于项目进展
顺利，推进剂充足，所以加个班，飞到
日地L1开展了一些太阳探测任务。

L1不是个稳定点，并且假如真把
探测器精确放到L1的话，太阳辐射就
会完全来自同一方向，淹没探测器发
来的信号（这个现象叫“日凌”）。所
以，放在L1的探测器实际上沿着一个
晕轮轨道（HALO orbit）环绕L1画圈
运行。

2.拉格朗日点——L2
L2在地球阴影方向，距离地球也

是150万千米左右。从这里看到的地
球和月球都是暗面，而且这里位于地
球的磁层尾部，太阳风的干扰也较低，
所以，这个位置适合背对太阳静赏夜
空。探测宇宙“大爆炸”余辉、凝望宇
宙超深空的一些任务，就可在此进
行。威尔金森微波各向异性探测器
（WMAP）、普朗克巡天者（Planck）、詹
姆斯·韦布太空望远镜（JWST）先后被
安排在这里。前两者的任务都是调查
宇宙微波背景辐射，JWST则用于研究

“大爆炸”之后第一批恒星和星系的形
成和演化。

地月系的 L2，也是个有趣的存

在。鹊桥号就在这里工作，它始终在
月球的背面一方，同步跟随月球绕地
运行。这样，它就可以把月球背面嫦
娥四号和玉兔二号的信息传到地面上
来。鹊桥号会围着L2画圈圈，所以地
球始终能接收到它的信号，不会被月
球遮拦。

3.拉格朗日点——L3
目前还没有哪些航天器在L3工

作。这里和地球之间隔着太阳，从L3
获得的信息无法直接到达地球。而
且，这个位置难以保持稳定，身边没有
地球罩着，面前还时不时窜过一个金
星，对轨道干扰相当严重。可是，科幻
小说特别钟爱这个地方，常常在这里
描绘一个“反地球”，埋伏一群外星人，
借着太阳掩护，偷偷地暗算我们。那
么，万一这儿真有个反地球怎么办？
大家不用担心，有探测器跑到这里看
过了，确实什么都没有。

4.拉格朗日点——L4和L5
L4和L5也有永昼的特点，而且这

两个点的稳定性容易维持，也很适合
研究太阳，但它们和地球距离太远（等
于日地距离），并且研究太阳的工作有
个L1基本够用了，目前还没有开发它
们的急迫需要，有一些探测器到过这
里，却都没有久留，例如斯皮策太空望
远镜（SST）、日地关系天文台（STE-
REO）。

如果真要用到这两个点，那么L5
比L4更有价值一些。因为L5位于太
阳自转的上游。当太阳风暴爆发时，
L5可以比地球提前四天知道，为地球
发来预警。欧洲航天局的Vigil就准
备把一枚探测器放到这里。不过其主
要目的不是太阳风暴预警，而是和另
一枚放置在L1的探测器协同研究太
阳风暴：当L1遭受正面冲击时，L5可
以提供侧面视角。顺便说一下，在定
名“Vigil”之前，这项计划的名字就叫

“拉格朗日”。
科幻小说或漫画也比较钟情L4

和L5，因为它们离地球比较远，位置
稳定，附近的自然小天体积蓄较多，矿
产丰富，能攻能守，是星际殖民题材的
常用故事背景。

“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梅
花，作为四君子之一，是历代文人雅士
颇为偏爱之物。一提到梅花，大家都
把它看作是最不畏严寒、不惧冰雪的
花中豪杰。实际上，梅花也怕冷。

梅花天然分布在长江流域，零星
分布在黄河以南的温暖区域。若是温
度低于零下10℃，它便已经“瑟瑟发
抖”了；要是温度再低，它就会“香消玉
殒”了，所以在北方很难栽培。如今园
艺技术发达，即使从梅花的众多品种
中选育出较为耐寒的种类，依然不能
实现处处留香，只能在庭院园林或是
人工呵护的温暖小环境中才能幸存。

真正傲雪凌霜的“梅花”是蜡梅。

之所以“梅花”加引号，是因为蜡梅并
非真正意义上的梅花。蜡梅因其花
瓣颜色及质感如同旧时的蜂蜡，故得
此名。与五瓣梅花不同，蜡梅的花瓣
数量众多，常有两层，外层大而蜡黄，
内层多为红棕色，每层花瓣为 6～8
枚。蜡梅与真正的梅花在科属、花
期、树冠形态、花色及香味等方面都
大相径庭。

科属不同：从植物学的角度来看，
蜡梅与梅花并非同一种植物，蜡梅，属
蜡梅科，落叶灌木；而梅花，属蔷薇科，
落叶乔木。

花期不同：蜡梅的花期一般为12
月至次年2月。而梅花是开在初春，

紧随蜡梅后面。
树冠不同：蜡梅为灌木，枝丛生且

直立，根茎部呈块状。而梅花为乔木，
有主干，常具枝刺，枝除直枝外，还有

垂枝，树冠呈不规则圆头形。此外，蜡
梅的叶片非常粗糙，而梅花的叶片相
比蜡梅来说比较光滑。

花色不同：蜡梅常见的花色以蜡
黄为主，而梅花有白、粉、深红、紫红等
颜色。

香味不同：蜡梅散发着清香，香味
浓烈；梅花散发着暗香，香味较淡。

正是因为蜡梅花期非常早，在蜡
梅盛开时节，常常会有春雪相邀，雪花
飘落，就积在梅瓣黄蕊间。下雪时，空
气湿度大，香气会随着湿度的增加而
变得香气浮动。因此，蜡梅才是大家
心目中孤高傲雪的坚韧形象。

（本报综合）

你知道吗 蜡梅其实不是梅花

近日，重庆市民政局和贵州省民
政厅采取视频会议方式，联合召开渝
黔两地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牵手计划”
项目工作调度暨培训会，传达学习民
政部“牵手计划”协调会精神，总结分

析前阶段项目实施情况，安排部署下
一步工作。

会议学习了民政部《“十四五”时
期“牵手计划”实施与管理指引》，就职
责分工、时间进度、资金配置等执行要
求进行了重点强调。会议调度了部分
受援地区和牵手机构，贵州省毕节市
民政局、遵义市正安县民政局、黔西南
州中和社工中心和重庆市仁爱社工中

心分别发言。
贵州省是全国第二批受援省份，

由我市对口帮扶。2018年以来，先后
遴选冬青等5家社工机构、市救助管
理站等5家直属单位作为援助机构，
赴贵州省正安县、织金县、纳雍县、从
江县开展帮扶服务。

据了解，“牵手计划”实施以来，我
市援派机构和受援机构共选派工作人

员291名，实施社会工作服务项目40
余个，服务留守老人、空巢老人、留守
儿童等，直接受益11762人，间接受益
46807人。同时，发展社会工作服务
机构 20 个，新建/改（扩）建社工站
（室）34个，培养当地社会工作专业人
才138名；开展社会工作专业培训201
期，参加社会工作专业培训1727人。

（重庆市民政局供稿）

渝黔两地召开“牵手计划”工作调度会

1月31日上午，沙坪坝区科协召开
2023年重点工作研讨会，全体班子成
员、干部职工结合自身工作，围绕“学习
贯彻党的二十大 推动科协事业开创
新局面”主题，讨论2023年工作思路和
重点工作，为2023年区科协工作谋新
篇、开新局。

会议强调，要立足“四服务”，厚植
创新土壤，服务引领创新，强“三性”（政
治性、先进性、群众性），建“三型”（开放
型、平台型、枢纽型），助力打造具有全
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基地，迅速掀起

“潮涌嘉陵，风动歌乐”的奋进热潮。一
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加强党建
带科建。讲好创新故事，培育创新文
化，高标准推动创新争先，挖掘科学家
精神教育基地，办好全国科技工作者日
系列活动、优秀科技工作者风采展示等
活动。二是持续深化科协综合改革，打
造“开放型、平台型、枢纽型”科协组

织。建立最广泛的联系纽带，高水平组
建科技社团。赋能搭台，建好科技工作
者之家。做好科协组织“公转”与“自
转”，切实加强自身建设，激发创新活
力。三是主动融入环大学创新生态圈，
助力建设创新驱动示范区。接长手臂，
做实创新平台，发挥院士专家工作站、
海智工作站等平台资源集聚作用。营
造创新氛围，结合沙区特色优势产业，
联动高校、学（协）会、产业部门，办好沙
磁创新论坛。加强创新开放，扎实开展
创新争先系列活动，助力创新成果转
化。建设高水平智库，为党委政府科学
决策服务。四是巩固科普示范区创建
成果，构建全域科普新格局。多渠道投
入完善科普场馆体系，建好区科普活动
中心，实施基层科普行动计划，打造升
级一批科普设施。增强专业化引领，做
亮一批科普团队，提升全民科学素质。

（沙坪坝区科协供稿）

沙坪坝区科协：立足“四服务”
强“三性”建“三型”

1 月 29日，永川区科协召开专题
工作会，学习贯彻市委书记袁家军在
市六届人大一次会议永川代表团参
加审议时的讲话精神，并安排部署
2023 年重点工作。区科协全体干部
职工参会。

会议指出，袁家军书记亲临永川代
表团参加讨论并作讲话，充分体现了对
永川工作的关心重视，对永川发展的深
情厚爱，对永川人民的深切关怀。袁家
军书记的讲话为永川深入学习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市委六届二次全会精神
及市“两会”精神，推动新时代新征程新
重庆永川篇章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路径。

就科协系统如何学习贯彻好讲话
精神，会议要求，一是要在深入学习上
下功夫。既要原原本本学，又要带着问

题学，还要结合实际学，要深刻把握讲
话精神的实质内涵，把讲话精神融入科
协日常工作。二是要在系统谋划上出
实招。要认真谋划2023年工作，突出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工作主线，推进考核
工作走在前列、业务工作获得影响两个
工作目标，打造“科创、科普双轮驱动”
工作亮点、抓好改革试点项目，常态化
开展科普宣传活动，推动科协工作上新
台阶。三是要在落地见效上见行动。
要打好工作提前量，明确任务推进时间
表，确保有计划、有步骤、高质量完成各
项工作。

会议还回顾总结了2022年工作情
况，并就落实好巡查整改、筹备好民主
生活会、策划好科技下乡等重要工作作
了安排部署。

（永川区科协供稿）

永川区科协：打造
“科创、科普双轮驱动”工作亮点

各区县科协2023年都有哪些重点工作

1 月 30日，璧山区科协召开2023
年工作谋划会。会议对区科协2022年
工作进行了回顾，对2023年重点工作
进行了安排部署，进一步严纪律、强规
矩、明责任，做到全年工作早动员、早部
署、早落实。与会人员纷纷表示，谋划
会让工作目标更加明确，工作思路更加
清晰，对2023年工作取得好成绩充满
信心和力量。

会议要求，一是以党建工作推动
全局工作，聚焦强战斗堡垒、强作风
建设，为业务工作高质量开展打牢坚
实基础、提供坚强保障。二是更加扎
实为科技工作者服务，在团结人才、
引进人才、服务人才、培养人才、奖励
人才等方面狠下功夫，助力璧山区领

军人才“5+N”服务体系建设。三是更
加扎实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以助推
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为总抓手，开展
创新交流活动，助推企业技术革新、
技术协作、发明创造。四是更加扎实
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筹建科普
公园和特色科技馆，着力打造百姓身
边的科普教育基地。五是更加扎实
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与区委研
究室、区级学（协）会联合，围绕区经
济社会发展主题和热点、难点问题进
行调查研究，广征民意，收集社情，提
升建言献策质量，为璧山打造“高质
量发展样板区，高品质生活示范区”
贡献科协力量。

（璧山区科协供稿）

璧山区科协：着力打造
百姓身边的科普教育基地

1月31日，南岸区科协召开2023年
工作部署会，全体干部职工参加。

会议回顾了2022年区科协取得的
工作成绩，传达学习了区委常委（扩大）
会精神。会议指出，2023年是全面贯彻
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全区
上下“领导带头，率先垂范，争分夺秒干
出新南岸建设加速度”，科协也理应“大
干一场”，切实履行“四服务”职责，为在
新时代新征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新南岸贡献科协力量。

会议要求，2023年科协工作应围
绕“团结引领服务科技工作者，主动服

务全区创新大局，突出服务公民科学
素质提升”的主题展开。重点开好南
岸区科学技术协会第九次代表大会，
做好科技工作者的思想引领和宣传举
荐，服务好以院士工作站为主的经济
实体，开展好重点科普活动，打造好科
普宣传设施等工作。同时探索制定引
导科技工作者主动服务创新驱动发展
的正向激励政策，与相关部门合作建
立“企业出题，专家揭榜”的“政产学
研”良性互动服务平台等创新性工作，
在新时代展现科协作为。

（南岸区科协供稿）

南岸区科协：建立
“政产学研”良性互动服务平台

1月30日，万盛经开区科协召开专
题会议，谋划部署2023年工作。

会议要求，一是以党建带科建，坚
持把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
神、吃透把准市委六届二次全会精神
实质作为全年的首要任务来抓，强化
宣传宣讲，加大学习培训，团结带领广
大科技工作者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
走。二是以推进科协综合改革为工作
主线，研究并出台具体改革举措，创新
开展“四服务”工作，切实增强科协组
织的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三是服
务科技工作者，在团结人才、引进人
才、服务人才、培养人才、奖励人才等
方面实现新突破。四是服务创新驱动

发展，开展创新交流活动，助推企业技
术革新、技术协作、发明创造，指导区
级学（协）会与区内企业共建创新联合
体，努力为万盛创建市级高新区贡献
力量。五是提高全民科学素质，开展
重点科普活动，强化科普阵地建设，提
升社区科普质量，启动万盛海洋科普
馆建设并投入运行使用，以青山湖宣
教中心为主体打造市级水情教育基地
和重庆最美观星基地。六是服务党和
政府科学决策，与党工委党校联合，深
入开展调研，广征社情民意，提升建言
献策质量，为万盛高质量转型发展贡
献科协力量。

（万盛经开区科协供稿）

万盛经开区科协：为万盛
创建市级高新区贡献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