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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最内核
可能是铁元素球
半径约650千米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22日发布公
报说，该校研究人员通过分析贯穿
地球的地震波，认为地球的最内核
可能是半径约650千米的铁元素球。

据介绍，科学界通常认为地球结
构包括地壳、地幔和地核，其中地核
又分为外核和内核。但由于对地球
深处进行探测非常困难，科研人员对
地核最深处所知不多。澳大利亚国
立大学研究人员在学术期刊《自然·
通讯》新一期上报告说，他们分析了
约200次6级及以上地震的数据。有
些地震波的传播会穿过地核到达地
球另一头，然后再反向传播。研究人
员比喻说，这个过程有些像乒乓球来
回跳动。此次研究首次分析了沿着
地球直径传播多达5次的地震波的
数据。

通过分析地震波穿过地核时出
现的变化，以及地震波在不同物质中
传播的特征，研究人员认为，在内核
的最深处，可能存在一个主要由铁元
素构成的半径约650千米的球状结
构，它与内核中较外层的部分存在明
显区别。研究人员认为，这个最内核
是在此前认识的地壳、地幔、外核、内
核之外的第五层结构。在地球中心
的巨大压力和高温下，铁元素会以与
人们日常认知不同的方式组成这个
球状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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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转保持同步，也
就是说二者相对静

止。1996年，美国哥伦比
亚大学的保尔·理查兹博士和宋晓
东博士利用地震学的方法研究发现
地球内核在快速旋转，其旋转的速度
大于地球其他部分。这项发现成为
了探索地球内部结构新的开端，吸引
着无数学者研究，随着科学家们的不
断研究，我们对地球的深部结构与内
核有了更多的认识，逐渐改变了我们
以往的固有看法。

地球内核处于距地表5100千米
-6371千米的地球深部，温度高达
6000℃以上，我们无法用现有的技
术手段直接深入地球内部进行测量。
利用地震波研究地球内部结构与状
态，类似于“给地球做CT”，对数据进
行处理和分析，可以得出地球深部的
动态变化。宋晓东等利用几十年期
间所发生的五十余次地震数据及人
为产生的地震波数据进行分析，计算
走时，得出在1996年之前的三十多
年里，通过地球内核的地震波走时发
生了微小但系统的变化，这种变化就
是由地球内核旋转速率与地壳地幔
不同导致的。

地球内核快速自转的原因，有观
点认为是由于地球自转过程中的惯
性力——— 科里奥利力（Cor io l i s
force）。这是一种由地球自转产生
的力，它会影响物体的运动方向，简
单来说就是让原本直线运动的物体
的运动轨迹发生弯曲。

在地球自转过程中，由于科里奥
利力的作用，使地球浅层的自转速度
小于深层的自转速度，这也就是地球

的差异旋转现象。也有观点认为，地
核产生的巨大磁场所产生的力矩导
致地球内核旋转速度不同。内核与
地壳地幔之间隔着液态的外核，外核
的低摩擦力利于内核更快速的旋转。

宋晓东教授团队发现，地球内核
的旋转自约2009年起就几乎停止并
且开始逐渐反向旋转；从20世纪70
年代早期到大约2009年这段时间
里，地球内核的差速旋转为正向，内
核旋转速度大于地球自转速度；自
2009年起至今，内核缓慢反向旋转，
差速旋转变为反向。所推测的内核
旋转存在六七十年的震荡周期是否
准确还需要未来更多的研究和探索。

研究内核的旋转
有什么意义？

研究地球内核的旋转，有助于我
们理解地球深部圈层的运行机制，了
解地球内部构造运动规律。如在目
前的一些理论中，地球磁场的产生就
是由于地球液态外核的运动导致，地
球外核是液态导电的，所以当它们呈
现涡流时就会产生磁性——— 我们人
人熟悉的右手螺旋定则就是描述电
生磁现象。而地球的内核与外核紧
密联系，也可能对地球磁场的产生和
磁场反向都有决定性影响。

因此理解地核运动对地球科学
等领域许多研究命题有重要的意义，
为传统的地球深层内部结构的地震
学研究增加了新的时间维度。差速
旋转伴随着从原生地球形成以来的
演化历史，对地球动力学的研究也有
重要影响。

虽然地球内核的研究在科研领
域是一项非常巨大的突破，但是正如
宋晓东教授所说，它距离我们的日常
生活还很远。“对于知识的追求是具
有高等智慧的人类的基本需求。对
这颗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星球进行
了解和探究是我们需要做的一件基
本的事，也是探索类地星球的基础。”

地球内核对我们来说是遥远而
神秘的，它所产生的变化如何作用于
我们的日常生活还没有一个明确的
结论，这也是无数科研工作者不断探
索的方向。 据新华社

韦布发现6个“不应存在”的
古老大星系
可能颠覆已有宇宙模型

2022年的一天，美国科罗拉多
大学博尔德分校天体物理学助理教
授Erica Nelson所在的一个国际天
文小组，分析了美国宇航局詹姆斯·
韦布空间望远镜传回的宇宙演化早
期释放科学考察（CEERS）数据。

数据来源于北斗七星附近的一
片空间。早在20世纪90年代，哈勃
空间望远镜就对这片看似枯燥无趣
的深空进行了观测，但没有什么特
殊发现。而当Nelson观察由韦布空
间望远镜拍摄的同一空间图像时，
她发现了6个奇怪的模糊光点。“它
们那么红、那么亮，显得那样不真
实。”Nelson回忆道。在天文学中，
红光通常等于古老的光，从宇宙诞
生起就一直在膨胀，天体距离地球
越远，在仪器中看起来就越红，反之
则越蓝。

研究团队立刻对这些模糊的星
系进行了计算，发现它们质量巨大，
拥有数百亿甚至数千亿颗太阳大小
的恒星，质量与银河系相当。

研究人员推测这6个潜在星系
形成于宇宙大爆炸后5亿至7亿年
间，或者130亿年前。相关研究2月
22日发表于《自然》。

“这让人难以置信。”Nelson说，
“我们未曾想过早期宇宙能够如此
迅速地变得井然有序。目前的宇宙
学理论框架无法解释这些星系是如
何快速形成的。”

事实上，这不是科学家第一次
从韦布空间望远镜的图像中发现在
宇宙早期形成的星系了。去年，其
他科学研究小组发现了4个可能在
宇宙大爆炸后约3.5亿年、由气体聚
合而成的星系。然而，之前的4个星
系与此次新发现的6个星系相比简
直是小巫见大巫，因为前者质量太
小了，其包含的恒星数量也比后者
少得多。 据《中国科学报》

地地球球内内核核慢慢慢慢开开始始

反着转

北北京京大大学学地地球球与与空空间间科科学学学学院院杨杨翼翼博博士士与与
宋宋晓晓东东教教授授最最近近在在《《自自然然··地地球球科科学学》》国国际际期期刊刊上上
发发表表论论文文，，研研究究发发现现在在过过去去十十年年左左右右的的时时间间里里，，
地地球球内内核核的的差差速速旋旋转转几几乎乎停停止止了了，，相相对对于于地地幔幔，，
内内核核开开始始缓缓慢慢地地反反向向旋旋转转。。这这种种旋旋转转的的变变化化也也
发发生生在在2200世世纪纪7700年年代代早早期期，，推推测测地地球球内内核核的的旋旋
转转可可能能存存在在7700年年左左右右的的震震荡荡周周期期。。

对对我我们们的的生生活活
产产生生多多大大影影响响？？

小行星“龙宫”样本中
含约2万种有机分子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
九州大学等日前联合发布新闻公
报说，通过分析“隼鸟2”号探测器
从小行星“龙宫”带回地球的样本，
他们发现其中含有约2万种由碳、
氢、氧、氮、硫等元素组成的有机物
分子，其中一些是组成生命不可缺
少的氨基酸分子。分析结果显示，
从样本中萃取的物质中包含约2万
种由碳、氢、氧、氮、硫等元素组成
的有机物分子。进一步用色谱法
分析，研究人员发现这些有机物分
子中有氨基酸、羧酸、胺以及芳香
烃类的分子。特别是甲胺、乙酸这
类高挥发性有机小分子的存在表
明，这些分子在“龙宫”表面以盐的
形式稳定存在。

公报说，小行星表面暴露于高
真空环境下，被太阳光加热，被紫
外线照射，还接受高能宇宙射线的
洗礼。这项研究表明，其最表层的
有机物分子被矿物保护，因而得以
保留。在受到某种冲击时，含这些
有机物分子的物质会从小行星表
面剥离，以陨石或宇宙尘埃的形式
被运送到太阳系的其他天体上。
这项成果有助于研究地球生命的
起源。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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