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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量堪比百万次火山喷发

太阳“打喷嚏”地球或“感冒”
近期可能爆发M级甚至X级以上太阳耀斑
影响卫星、导航、手机等

什么是太阳耀斑?

太阳表面强能量喷发

太阳耀斑是太阳上最剧烈
的活动现象之一。通俗地说，太
阳耀斑是太阳表面局部区域突
然发出强烈的光，并在短时间内
伴随着大量的能量释放。其主
要观测特征是，太阳大气局部区
域突然变亮，常伴随有各种能段
电磁辐射和粒子发射的增强，亮
度上升迅速，下降较慢。

太阳大气内充满了磁场，当
磁场中的磁能过多时，就会通过
太阳活动释放能量，堪称一场磁
能大爆发。因此也有人称，太阳
耀斑是太阳表面的一次“能量烟
花秀”。

虽然太阳耀斑的寿命仅在
几分钟到几十分钟之间，但是释
放的能量却相当于十万甚至100
万次强火山爆发的总能量，或相
当于上百亿枚百吨级氢弹爆炸。

X为能量最大级别

太阳耀斑作为太阳表面的
强烈能量喷发，分为A、B、C、M、
X五个级别，其中A为能量最小
级别，X为能量最大级别。每个
级别间能量相差十倍，比如X1.0
级耀斑比C1.0级耀斑强100倍。

一个X级的耀斑，能量可能
相当于数十亿甚至上百亿颗氢
弹爆发的能量。

太阳“发点儿脾气”也有周
期，平均每隔11年，太阳活动就
会呈现出由弱到强，再由强转弱
的周期性变化，这就是太阳活动
周期。

2024年1月至10月之间的
第25个太阳周期活动高峰为“太
阳活动极大期”，也就是说，太阳
在2024年达到当前活动周期的
峰值。每个太阳活动周大约有
100多个X级耀斑，而在太阳活
动峰年，X级耀斑爆发更为频
繁，每年大约有10至20个。目
前正处于太阳活动周的峰年，太
阳表面的活动区比较多且复杂，
因此频繁爆发X级强太阳耀斑
是正常现象。

北京
时间5月 6
日1 4时3 5
分，太阳爆发
了一次X4.5级
的强耀斑。该
事件发生时我国处
于白天，耀斑对我国
上空电离层产生了影响。

国家空间天气监测
预警中心7日预报，预计
未来三天，太阳活动水平
中等到高，可能爆发M级
甚至X级耀斑。

相关话题登上热搜
第一位。太阳耀斑的再
次爆发引发了网友的广
泛关注与讨论。什么是
太阳耀斑?太阳耀斑会对
地球上的我们产生怎样
的影响?

对地球有什么影响?

太阳强大磁场
能命中地球产生地磁暴

耀斑就像太阳打了个“喷
嚏”，地球也可能跟着“感冒”。

国家空间天气监测预警中
心工程师韩大洋介绍，太阳的
外层大气从太阳表面喷出，形
成充盈整个太阳系的太阳风，
地球就浸泡其间，只不过有地
球磁场作为天然屏障我们才得
以生存。

太阳活动会导致太阳风和
地球空间环境产生各种变化，
正如地球大气中的短期变化过
程被称为“天气”一样，日地空
间中发生的各种短期变化过程
被称为“空间天气”。

太阳的剧烈活动比如耀斑
和日冕物质抛射等，还经常会
制造空间天气事件来袭扰地
球，并可能引发“空间天气灾
害”。

太阳耀斑作为最典型的太
阳爆发活动，一次日冕物质抛
射过程能将数以亿吨计的太阳
物质以数百千米每秒的高速抛
离太阳表面，它们携带着太阳
强大的磁场能，一旦命中地球，
就会引发地磁场方向与大小的
变化，即地磁暴。

可能带来极光天象

地磁暴带来的也不全都是
坏事，比如极光天象的发生。

今年3月23日，太阳爆发
X1.1级耀斑，并引发日冕物质
抛射事件。国家空间天气监测
预警中心及时监测到该现象，
准确预报了其后发生的地磁
暴，并发布预警信息。3月24
日23时至3月25日2时，地球发
生特大地磁暴，空间高能粒子
沿地球磁力线注入地球两极，
使得高层大气被部分激发，出
现极光现象。尽管当时处于满
月时期，但在我国黑龙江漠河、
内蒙古根河等地依然拍摄到了
清晰的极光。

极光常见于地球南北极等

高纬度地区，韩大洋解释：“极
光的发生范围与地磁暴强度存
在对应关系。对于北半球而
言，地磁暴越强，极光发生的范
围就会越往南扩，如果足够强
的话，就可能在我国出现极
光。”

对身体健康几乎没影响

有网友表示，太阳耀斑爆
发时“好像特别困”，也有网友
调侃称“上班时脑袋疼”……值
得注意的是，地磁暴的确会对
电子通信产品产生一定影响，
但对普通人的身体健康几乎没
有影响。清华大学天文系副教
授蔡峥表示，目前，磁暴对人体
直接健康影响的研究仍在进行
中，但有理论认为强烈的地磁
活动可能会影响动物的迁徙和
导航能力。此外，磁暴期间的
辐射增加可能威胁宇航员安
全，通常需要采取额外防护
措施。

给电力、通信、卫星、导航
带来影响

太阳耀斑爆发对地球产生
的危害，通常取决于耀斑的级
别、持续时间和释放的能量。

一般来说，X级是最强的
耀斑级别，有潜力对地球产生

显著的影响，并可能引发“空间
天气灾害”。

①当X级耀斑爆发的时
候，它一般会影响(地球)向阳
面的电离层，这时候主要是对
一些依靠短波通信的行业会产
生轻微的影响。

②太阳耀斑往往伴随着日
冕物质抛射，日冕物质抛射喷
出大量的带电粒子，大概三四
天会到达地球，会产生强烈的
地磁扰动。

这些灾害主要是太阳以辐
射和高能物质的形式发出，影
响近地空间以及地面的人造设
施，对卫星、航天器安全以及航
空、通信、导航等领域产生影响
和危害。比如太阳耀斑会影响
向阳面的地球电离层、短波通
信、导航定位以及海上搜救，应
急通信甚至手机通信等都有可
能受到干扰，地面上长距离的
高压输电系统和输油管道也会
受到影响。

2022年2月4日，因为太阳
活动产生地磁暴，地球高层大
气受热后膨胀导致高层大气密
度增加，一批星链卫星在210
公里轨道受到的大气阻力剧
增，这批49颗卫星中最终有40
颗因未能退出安全模式并启动
氪离子推进器，于次日损毁。
据信这是单次地磁暴对卫星造
成的最大规模破坏。

如何降低影响?

地球自带“防毒面罩”

自1755年观测到第一个太
阳活动周期开始，人类现在正经
历第25个太阳活动周期的上升
阶段。可以预计，太阳活动将逐
渐增加，太阳耀斑和日冕物质抛
射发生的次数将越来越多。

太阳如此“活力四射”，我们
该如何防范？

不必恐慌，地球自带“防毒
面罩”——— 磁场，它帮助我们阻
挡了绝大部分太阳耀斑爆发带
来的高能粒子流。

“夸父一号”已观测到
百多例白光耀斑

科研人员会通过各类太阳
观测设备，及时跟踪太阳大气的
爆发活动，做好空间天气预报预
警，特殊时段可以有选择地关闭
电网，及时调整通信系统、飞机
航线或卫星轨道，将太阳活动造
成的影响降到最低。

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4
月29日通报，我国综合性太阳探
测专用卫星“夸父一号”(ASO-
S)发射一年多以来，已经观测到
100多例太阳白光耀斑。这一
观测远超此前对白光耀斑发生
频率的预期，对进行空间天气预
报等具有重要科学意义。

太阳白光耀斑是在可见光
连续谱辐射表现出增强的一类
耀斑。这类耀斑通常能量较高，
它们的出现会对空间天气产生
影响，如造成地面通信故障或中
断、干扰航天器正常运行等。

在“夸父一号”卫星上天之
前，人类仅观测并报道了300例
左右太阳白光耀斑事件，这对耀
斑爆发总量来说比例很低。

“夸父一号”于2022年10月
9日发射，2023年9月正式交付
给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管
理，目前正处于在轨科学运行阶
段。自卫星发射以来，已记录到
大约600TB的原始太阳观测
数据。

据新华社、央视、《科技
日报》这是2月14日凌晨在冰岛南部小镇塞尔福斯拍摄的极光。

带有日冕物质抛射的太阳耀斑示意图
我国“羲和号”

卫星5月5日拍摄的
太阳耀斑爆发。

05—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