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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星大气或成为
探寻外星生命突破口

快快来来一一起起找找星星星星！！

天天文文爱爱好好者者
怎怎么么发发现现新新星星？？

人人类类对对星星空空的的好好奇奇和和敬敬畏畏与与生生俱俱来来，，对对星星空空的的探探索索也也从从未未止止步步。。对对新新
天天体体和和新新天天文文现现象象的的发发现现是是天天文文学学发发展展的的引引擎擎，，除除了了职职业业天天文文学学家家在在致致力力
于于专专业业的的天天文文发发现现，，全全球球各各地地的的天天文文爱爱好好者者也也在在积积极极参参与与各各类类业业余余天天文文观观
测测，，其其中中不不乏乏取取得得一一定定成成果果的的业业余余天天文文学学家家。。天天文文爱爱好好者者参参与与天天文文发发现现，，
最最初初主主要要开开展展的的是是以以目目视视或或照照相相方方式式发发现现彗彗星星。。随随着着天天文文观观测测中中的的照照相相
技技术术和和互互联联网网技技术术的的发发展展，，业业余余天天文文发发现现并并不不局局限限在在个个人人通通过过望望远远镜镜目目视视
或或照照相相寻寻彗彗，，而而是是转转向向了了更更加加便便捷捷、、更更具具时时效效的的互互联联网网模模式式。。

美美国国佛佛罗罗里里达达州州，，
彗彗星星出出现现在在当当地地夜夜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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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MO“快速移动天体”
搜索项目

FMO“快速移动天体”搜
索项目（2003年至2006年）是
SPACEWATCH巡天计划创
立的一个鼓励全球的天文爱
好者参与，利用网络下载图
片进行FMO搜索的项目。许
多FMO都属于PHA（Po-
tentially Hazardous As-
teroid对地球有潜在威胁的
小行星）。天文爱好者只需
要在下载的图片中识别出可
疑的“短线”进行提交即可。
FMO搜索项目由于资金问题
已于2006年结束。

NEAT小行星搜索项目

NEAT小行星搜索项目
是隶属于美国国家航天局
（NASA）的一项近地小行星
搜索及跟踪计划。这个项目
的主要设备包括两台口径均
为1.2米的望远镜。天文爱好
者需要在其数据库中下载原
始的FITS格式文件，使用
Astrometrica（一款Win-
dows系统下的天体测量软
件）进行小行星搜索和测量，
再通过FIND_ORB轨道计算
软件计算出初步的轨道，并
根据轨道参数在数据库中检
索该目标所有的观测图片，
最终将测得的所有数据提交
至国际小行星中心（MPC），
整个过程需要参与者自行
完成。

尽管NEAT小行星发现
后不能获得任何相关权利（如
发现权、命名权），但是搜索方
法及流程的训练，可以为天文
爱好者在其他项目中发现小
行星奠定坚实的基础。

SOHO彗星搜索项目

SOHO彗星搜索项目是

通过检索SOHO探测器拍摄
的图片发现掠日族彗星。
SOHO卫星是欧洲航天局
（ESA）和美国国家航天局联
合开展的一项用于太阳及太
阳风观测的空间望远镜。
SOHO卫星所拍摄的图片是
国际共享的，除了其项目团
队的专家外，天文爱好者们
也 可 以 及 时 获 得 并 分 析
图片。

参与的方式也比较容
易，只需测量出SOHO彗星
在图片中的X、Y坐标并提交
上报即可。但是要想从布满
噪点及宇宙射线的图片中找
出可能的SOHO彗星难度很
大，不仅如此，在实际操作中
还需要和其他爱好者在发现
速度上进行PK，晚于他人15
秒 的 报 告 就 不 被 承 认 发
现权。

一颗明显的SOHO彗星
往往会在短时间内就被别人
抢先发现，从而失去发现权。
所以搜索SOHO彗星，必须
要在彗星刚出现的时候就发
现它，此时的目标非常暗弱，
在图片中仅占2至3个像素，
而且夹杂在噪点之中很难分
辨，因此发现它就需要一双

“火眼金睛”。全球有数百人
参与SOHO彗星搜索，竞争
最激烈的时候常常有数名

“高手”同时在线，“场面”相
当激烈。

从SOHO卫星发射至
今，已经发现的掠日族彗星
有近4200颗，几乎都是天文
爱好者所发现。日地关系天
文台与SOHO卫星类似，也
可以用于发现掠日族彗星。

星系动物园项目

星系动物园（Galaxy
Zoo）项目是由牛津大学、朴
茨茅斯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
学等研究机构开展，邀请公众
协助的志愿者科学计划，目的

是为超过100万个星系进行分
类，其中的Supernova Zoo是
在线搜索超新星的项目。这
种模式也为国内的星明天文
台公众超新星搜寻项目，提供
了思路和借鉴。

国内业余天文台
巡天项目

除了从研究机构的观测
数据中筛选观测目标之外，
一些具备较高水平的天文爱
好者还可以建立自己的巡天
观测项目，从专业天文台巡
天项目口中“分得一杯羹”。

星明天文台是国内首个
由天文爱好者建设的能够开
展巡天项目的业余天文台，
位于新疆乌鲁木齐市南郊甘
沟乡小峰梁。星明天文台初
建于2007年，目前拥有多架
远程控制无人值守观测设
备，其代表性设备或开展的
业余巡天项目，目前主要有：
公 众 超 新 星 搜 寻 项 目
（ PSP） 、半 米 望 远 镜
（HMT）、彗 星 搜 索 计 划
（CSP）、测 光 辅 助 望 远 镜
（PAT），目前正在测试运行
的 巨 大 视 场 巡 天 望 远 镜
（EAST），以及宁波市教育
局 — 新 疆 天 文 台 望 远 镜
（NEXT）。自建成以来，通
过国内爱好者的合作观测，
已发现多颗新星、彗星、小行
星、超新星等天体。

想从专业天文台巡天项
目口中“分得一杯羹”，需要
通过合理地制定观测计划，
在观测时间和巡天区域等方
面与各个专业天文台错开。
国际小行星中心网站可提供
每日各个天文台巡天区域图
查询，可用于参考待观测天
区在若干天内是否未被其他
天文台观测过。

据中科院“科学大院”公
众号

在多姿多彩的太阳系行
星世界里，除水星几乎没有大
气层外，其他七颗都有大气包
裹。各种变幻莫测的大气现
象在行星上不断上演，为太阳
系带来了斑斓的色彩，为地球
上的天文爱好者们提供了绝
佳的观测素材。

行星大气从何而来

行星的大气和太阳系的
形成密不可分。大约46亿年
前，一团巨大的星云在其他天
体的扰动下，开始引力坍缩。
经过几百万年，形成了致密炽
热的中央区域——— 原太阳，以
及一片弥散的外部区域———
原行星盘。原行星盘的引力
不稳定性导致某些区域凝结
成环带，其中形成了许多由硅
酸盐、冰物质构成的小“疙
瘩”，大小只有上千米，称为星
子。星子在碰撞、并合中成长
为了原行星，个头差不多和今
天的月亮一样大。

在离太阳较远的外围区
域，温度比较低，而且受太阳
风的影响也更小。这儿的原
行星在围绕太阳运动的过程
中俘获了足够多的物质和大
量气体，最终形成了气态巨行
星。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
星的浓密大气就是这么吸附
而来的。

现存的金星、地球、火星
大气，都由火山喷发而来。在
它们形成之初，气体分子混合
物通过化学作用被保存到了
岩石体中。岩石里的放射性
元素在衰变为铁的过程中会
释放出大量能量，将行星加
热。逐渐升高的温度最终使
岩块融化，使得过热的行星幔
层变得极不稳定，开始频繁发
生火山爆发。原先固化在岩
层中的气体分子被火山喷发
出来，就形成了包裹在行星表
面的大气。

行星大气为什么各不相同

不同的形成机制，导致了
行星大气的巨大差异。四颗
巨行星质量大、引力强，直接
继承了太阳系原始星云的“衣
钵”，所以它们的大气都以氢
气和氦气为主。

个头较小的类地行星只
能通过火山喷发“自给自足”。
金星、地球、火星所处的不同
位置，又决定了各自的不同命
运。火星离太阳更远，温度很
低，火山排放的大部分水蒸气
都被冻结在了土壤中。金星
离太阳更近，温度更高，水汽
上升到大气顶部，在太阳紫外
线的照射下分解成了氢气和
氧气。氢气流失到太空，氧气
则与其他元素结合，最后只有
二氧化碳累积到了很高的浓
度。到今天，金星、火星大气
中二氧化碳的比例都在95%
以上。只不过由于大小、位置
的不同，金星的大气密度非常
浓密，火星大气非常稀薄。

早期的地球和金星，大气
成分相差不大，但由于地球位
置适宜、不冷不热，可以保持
液态水并进而演化出了生命，
现在二者已经迥然不同。地
球上的二氧化碳绝大多数被
生物固定在了海床岩石等环
境中，植物的光合作用释放出
的氧气占到了大气的21%。
而金星上二氧化碳导致的“失
控温室效应”，使它的平均温
度高达460℃，成为生命禁区。

地球大气的光谱中有明
显的水蒸汽、二氧化碳、氧气
和甲烷谱线。最近几年，天文
学家在太阳系外的一些行星
中也发现了这些分子。尽管
它们也能在非生命的化学过
程中产生，但这些发现意味着
一些系外行星至少在某些方
面和地球是相似的。对行星
大气的进一步研究，可能成为
探寻外星生命的突破口。

据《科普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