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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黎明”号结束
小行星探测使命

美国航天局的“黎明”号小行星
探测器近日与地面控制人员失去联
系。项目科学家表示，“黎明”号已
因燃料耗尽而“寿终正寝”，其对太
阳系小行星带的两个主要天体——
灶神星和谷神星探测的结果使人类
受益。

“黎明”号项目主任马克·赖曼
日前对媒体表示，长期以来，灶神星
和谷神星只被看做望远镜里的两个
暗淡光斑，但在“黎明”号探测后，如
今人们对这两颗小行星的地形、地
质已有了“以前从未想象过的详细
认知”，这将揭开它们数十亿年的秘
密。

“黎明”号2007年发射升空，它
的主要目标是先后探访小行星带的
两个主要天体——灶神星和谷神
星。“黎明”号2011年进入灶神星的
轨道，2012 年离开灶神星，并于
2015年抵达谷神星轨道。美航天
局说，目前它仍位于谷神星轨道上，
而且未来数十年将一直“沉寂”在那
里。

美航天局介绍说，10月31日和
11月1日两天，“黎明”号都没有按
计划通过“深空网络”与地面控制人
员进行通信联系。项目科学家分析
后认为，“失联”是由于探测器的燃
料已耗尽，它无法再调整控制自己
的天线进行正常的通信联络，也无
法调整自己的太阳能电池板朝向太
阳充电了。

“黎明”号探测器由先进的离子
推进器驱动，迄今它的飞行里程已
高达69亿公里。它是第一个造访
太阳系两颗天体的无人探测器。美
航天局在新闻公报中说，它发回的
有关灶神星和谷神星的观测图像和
数据，对于理解太阳系的历史和演
化至关重要。

据新华社

“用星系自转曲线可以侦测到暗物质。”“引
力波是一种探索宇宙的理想工具。”“詹姆士·韦
伯太空望远镜何时升空？”……在刚刚结束的
2018腾讯WE大会上，世界顶尖科学家阐释了
人类探索宇宙的先进方法、技术和工具，相信在
不久的将来可以揭开宇宙神秘面纱。

宇宙中是否存在额外维度和暗物质？

从目前的观测看来，人类生活在一个均匀
的，各向同性的三维空间加上一维时间，即四维
时空中。

“宇宙超乎我们所见的范围，有些人觉得，
只要是看不见的东西就不存在。但是，也可能
存在我们还确实不知道的更多维度的世界。额
外维度就是因为太小，所以看不见。”美国国家
科学院院士、哈佛大学理论物理学教授丽莎·兰
道尔表示，额外维度没有理由不存在，爱因斯坦
的方程在任意数量的维度当中都是适用的。

丽莎·兰道尔和她的团队发现了隐藏维度
的方法。丽莎·兰道尔说：“在高维度空间当中
存在类似膜的物体，我们所知道的所有事情，其
实都被聚集在一张膜上。通过膜，我们有很多
有趣的发现，这里可能会有新的方式能够隐藏
额外维度。”

同时，丽莎·兰道尔也坚信暗物质的存在。
她认为，一些分布在宇宙间的暗物质能够影响
天体运转，甚至改变彗星运行的轨迹，诱发星体
间的撞击。目前，通过星系自转曲线、星系团、
引力透镜、子弹星团等可以侦测到暗物质。

引力波开启宇宙大发现

基普·索恩被誉为当代天体物理学领导者
之一，因对引力波探测做出的贡献获得2017年
诺贝尔物理学奖。

400年前，随着伽利略发明小光学望远镜，
发现木星的四颗卫星，基于电磁波的天文学就
此诞生。三年前，基普·索恩和他的同事们用引
力波观测到黑洞碰撞，开创了引力波天文学。

“根据物理学原理，能够从遥远的宇宙传播
过来并携带远方信息的波，目前只有两种。第
一种是X射线、光、无线电等电磁波，第二种是

引力波。”基普·索恩认为，引力波的发现将彻底
改变人类了解宇宙的方式，就像400年前伽利
略首次用望远镜观察宇宙一样。例如，引力波
能够不受阻挡穿过行进中的天体，可以携带过
去从未被观测过的天文信息。

基普·索恩说，“引力波赋予了人类一种探
索宇宙的新方法，会使我们对于宇宙的认识完
全不同于过去。未来，将引力波观测和电磁波
观测结合起来会有更多、更大的发现。”

LIGO是借助于激光干涉仪来聆听来自宇
宙深处引力波的大型研究仪器。基普·索恩说：

“2017年8月，因技术升级关闭了LIGO。预计
2019年2月，LIGO将重启。未来，我们可以经
常看到黑洞与中子星发生碰撞，能够更好地研
究中子星内核物质的物理现象、物理规律。”

新一代“太空之眼”将问世

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是美国航空航天
局、欧洲航天局和加拿大航空航天局联合研发
的红外线观测用太空望远镜，是哈勃太空望远
镜的继任者，将成为下一代空间天文台。

欧洲航天局科学与探索高级顾问马克·麦
考林表示，“随着宇宙不断拓展，可见程度越来
越低，通过詹姆斯·韦伯望远镜能够看到地面上
无法肉眼观察的波长。”

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可用于研究太阳系
当中的一些恒星和行星，了解太阳系是如何形
成和演进的。在太阳系之外，探测银河系的形
成和演进。

马克·麦考林认为，“其实，每一个星系都有
大量的恒星和行星，在某一些行星上可能会有
生命。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会帮助人类了解
宇宙奥妙，包括恒星的起源、星系起源以及银河
系的一些神秘之处。”

马克·麦考林一生致力于观测宇宙，如今他
正着力推动世界最强太空望远镜詹姆斯·韦伯
太空望远镜的升空。马克·麦考林说：“今年，我
们把遮阳板和望远镜放在测试箱当中进行测试
时，发现一些原本起固定作用的螺帽脱落。我
们正在进行维修，我们期待能够在2021年实现
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的成功发射。”

据新华社

暗物质 引力波 新一代“太空之眼”

人类探索宇宙奥秘几多惊喜

记者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八院获悉，我国目
前已正式启动“天河工程”卫星和火箭工程研制，

“天河工程”卫星模型将在第十二届中国国际航
空航天博览会上首次公开亮相。

据天河卫星总指挥刘伟亮介绍，“天河工程”
卫星和火箭工程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八院总研
制，计划2020年完成“天河一号”卫星首批双星
发射，开展“天河工程”的应用示范；计划2022年
完成六星组网建设，届时将实现三江源地区一小
时（24次/天）的卫星监测重访能力，为构建“一带
一路”水汽传输的“空中走廊”提供技术支撑。

我国科学家王光谦院士团队研究发现，在大
气边界层到对流层范围内存在稳定有序的水汽

输送通道，可将其称为“天河”。三江源地区的上
空，存在来自西印度洋、东印度洋、云贵高原、中
亚等方向传输过来的水汽通道，空中云水资源有
着巨大的开发潜力。

依据“天河理论”提出的“天河工程”，是一项
创新性空中水资源开发利用专项工程。将通过
科学分析大气中的水物质分布与输送格局，采取
新型人工干预技术，实现不同地域间空中水资源
与地表水资源的统筹调控和利用。

“天河工程”将通过“天河一号”组网卫星和
地面实施系统，共同构建“天地一体”的空中水资
源开发与应用总体作业格局。“天河一号”卫星将
作为我国首个应用于空中水资源探测的专用星

座，为“天河工程”实施提供天基保障。
据天河卫星总设计师朱维介绍，“天河一号”

卫星为低轨低倾角卫星，采用八院SAST-ML1
公用平台，配置微波温湿度计、降水测量雷达、云
水探测仪等有效载荷，通过主动和被动多手段综
合，实现高精度探测。

其中，微波温湿度计可精准实现大气温度、
湿度垂直分布的探测，捕获空中云水资源的分布
情况；降水测量雷达可监测降水的三维分布；云
水探测仪可获得三江源地区的大气云图和地表
环境特征。

据新华社

我国启动“天河工程”星箭研制
计划2020年完成“天河一号”首批发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