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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20年的月球探索
已经发现月球表面存在大
量水的证据。在最新研究
中，中英科研人员发现了月
表水的天然存储库——— 撞
击玻璃珠。

玻璃不是只有人类能
够制造，自然界中也会形成
玻璃。例如，陨石、小行星
撞击月球等天体后，会熔融
月表的土壤和岩石，这些熔
体溅射出来形成的液滴冷
却 后 ，就 会 形 成 撞 击 玻
璃珠。

嫦娥五号带回的月球
土壤样本中就存在大量撞
击玻璃珠。研究人员从中
挑选出32个质地均匀的撞

击玻璃珠分析后发现，这些
撞击玻璃珠的平均水含量
达0.05%。撞击玻璃珠的水
含量呈现明显的扩散环带
特征，水含量从玻璃珠的外
缘向核心部位递减。

研究发现，撞击玻璃珠
中富水的外部区域的氢同
位素组成与太阳风的氢同
位素组成相近。研究人员
推测，这是太阳风中的氢离
子注入撞击玻璃珠，并在其
内部扩散、保存下来。对月
球样品的测量表明，撞击玻
璃珠可以储存月球上大量
太阳风中氢离子注入形成
的水。此次研究认为，月壤
中的撞击玻璃珠是一个储

水宝库，它们可以维持月球
表面的水循环。

研究报告介绍，月球表
面覆盖着厚度约3至12米的
月球土壤。测算表明，月球
表面上可能储存着多达
2700亿吨水。以杭州西湖
约1400万立方米的蓄水量
来算，来自月球的这个“大
水库”，约相当于20000个
西湖。

月球土壤中来自太阳
风产生的水比此前认为的
要多得多，可能成为“未来
月球探测中可以就地利用
的水库”，而且“这种储存在
撞击玻璃珠中的水似乎很
容易提取”。 本报综合

从古人“举头望明月”到
后人开启探月步伐，人类一
直在讨论一个话题，月亮上
有水吗？如果有，水以什么
形态存在呢？在去年1月
份，我国科研团队给出回答，
在嫦娥五号带回来的月壤
中，首次获得了月表原位条
件下的水含量。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
究所科研团队对嫦娥五号月
壤样品开展研究，通过红外
光谱和纳米离子探针分析，
发现嫦娥五号矿物表层中存
在大量的太阳风成因水。该
研究证实了月表矿物是水的
重要储库，为月表中纬度地
区水的分布提供了重要
参考。

根据科研团队的估算，
太阳风质子注入为嫦娥五号
月壤贡献的水含量至少为
170ppm，相当于每吨月壤
中至少含有170克的水。而
今年1月份首次在月壤中发
现有水时，测算的数据为每
吨月壤中约有120克的水。
这样一看，对比就很明显了，
也就是为什么将嫦娥五号月
壤“水”判定为高含量水。

证实了月球有水，那么
这些水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我国科研团队在去年1月份
首次在月壤中发现有水时，
发布了一组数据。根据研究
显示，1吨月壤中约有120克
水，1吨岩石中约有180克
水。并且结合样品分析，月
壤中的水绝大部分是来自于
太阳风的贡献，岩石中多出
来的水则可能代表了月球内
部水。

在去年6月份，我国科
研团队还发现嫦娥五号着陆

区月壤中明显含有羟基形式
的“水”，但平均含量较低。
同时研究表明，嫦娥五号月
壤样品中肯定存在来源于月
球内部的原生水。研究团队
对嫦娥五号月球样品的实验
室分析，发现了至少一种含
水矿物：羟基磷灰石，证明了
嫦娥五号月壤样品中存在来
自岩浆结晶过程的“水”，说
明“水”在月球晚期岩浆活动
过程中不仅存在，而且可能
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据央视新闻

月壤中的水绝大部分
来自于太阳风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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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研究人员探测到距
地球12光年的一个星系反复
发出的无线电波，推测这个星
系中一颗类地行星或有磁场，
甚至可能有大气层。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4
日报道，研究人员利用位于新
墨西哥州的卡尔·央斯基“甚
大阵”射电望远镜探测到，红
矮星YZ Ceti及其行星YZ
Ceti b发出强有力的无线电
波。红矮星是一种体积不太
大的恒星。

研究人员推测，这些无线
电信号由行星磁场与所在星
系恒星相互作用产生。他们
据此推测，YZ Ceti b应该有
磁场。研究报告刊载于3日出
版的英国学术期刊《自然·天
文学》。

先前研究曾发现，一些木
星大小的系外行星有磁场。
然而，要探明如地球大小的较
小行星是否有磁场较难。因
此，研究人员寻找与地球大小
相当、距离其恒星更近的系外
行星作研究对象。

研究报告作者、巴克内尔
大学助理教授杰姬·维拉森解
释说，与恒星距离太近的行星
上不可能有生命存在。然而，
正是因为距离近，这类行星直
面“恒星风”，即恒星抛射出的
超声速等离子体带电粒子流。
如果这类行星有磁场，又近距
离“硬顶”恒星风抛射来的大
量等离子体，“就会使恒星发
出明亮的无线电波”。

由于距离其“太阳”极近，
大小类似地球的岩质行星YZ
Ceti b公转一周只要2天。太
阳系中，距离太阳最近的水星
公转一周要88天。

YZ Ceti b公转期间，红
矮星YZ Ceti抛射出的等离
子体撞击其磁场又弹回，二者
之间的相互作用产生强有力
的无线电波，即使远在地球也
能探测到。

研究人员进一步推测，这
颗行星极可能有大气层。

地球磁场不仅确保指南
针正常工作，还保护地球大气
层免受太阳风侵蚀、剥离甚至
最后消散。研究人员因此推
测，YZ Ceti b可能也有大气
层。研究报告另一作者、科罗
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天文学
家塞巴斯蒂安·皮内达说：“一
颗行星是否有大气层取决于
它是否有强大的磁场。”

美国国家射电天文台项
目负责人乔·佩斯说，太阳系
外是否有适宜生命存活的星
球，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如地球
般大小的岩质系外行星是否
有磁场。这项研究显示这类
行星可能有磁场，还提供了发
现这类行星的方法。

本报综合

12光年外，
一颗类地行星
或有磁场

2022年5月12日，天文学家向
人们展示了位于银河系中心的超
大质量黑洞的首张照片。

英国杜伦大学29日宣布，由
学校牵头的一项研究利用引力透
镜效应发现了一个超大黑洞，其质
量约为太阳质量的300亿倍。

杜伦大学发布消息说，这个黑
洞位于距地球数亿光年的星系，是
天文学家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黑
洞之一，也是天文学家首次利用引
力透镜效应发现的黑洞。相关论
文当天发表在英国《皇家天文学会
月刊》。

杜伦大学解释，引力透镜效应
指作为“前景”的一个星系会使一
个遥远天体发出的光线发生弯曲，
从而放大这个天体。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
研究人员利用引力透镜效应，并借
助哈勃空间望远镜和超级计算机
发现上述超大黑洞。

报道援引研究报告第一作者、
杜伦大学天文学家詹姆斯·奈廷格
尔的话说，他们发现超大黑洞的大
小接近理论上限，这是一个“极为
令人激动的”发现。

奈廷格尔说，人类已知的大部
分大型黑洞处于“活跃状态”，靠近
这种黑洞的物质变热，并以光、X
射线以及其他辐射等形式释放能
量。“引力透镜使研究不活跃黑洞
成为可能……让我们得以探测到
局部宇宙之外的很多黑洞”，揭示
那些遥远天体的演化历程。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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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最新一期英国《自
然·地球科学》发表的研
究论文介绍，中英科研人
员从嫦娥五号带回的月
球样品中发现，撞击玻璃
珠是月表水的重要储存
库。这些玻璃珠具备维
持月表水循环的能力和
潜质。

嫦娥五号带回的月球土壤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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