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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已尝试多种方式与外星生命沟通，但是——

《三体》中用太阳放大信号并不靠谱

我国新发现一颗近地小行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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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太阳作为信号放大器，在现实中可行
吗？答案可能并不如小说中那么美好。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李然认为：
“这是一个满足剧情需要的科幻设定，在现实中
是行不通的。向太阳发送无线电波，无法产生
小说中的那种放大效应。”

借助原著故事中的细节推测，叶文洁所发射
的电磁波信号频率应为22000兆赫兹，大约位于
微波频段。频率略高于人类通信常用的无线电
波段。但太阳作为一个恒星，本身会散发出包括
部分微波在内的大量电磁波，且强度远远高于人
类发射的电磁波。因此当人类对着太阳发射电
磁波时，就像是一滴水流进了大海里，不仅无法
放大电磁波信号，其自身也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虽然太阳无法放大人类发出的电磁波信
号，但另有一个相似理论确实可以帮助人类放
大宇宙信号。根据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光线
在经过大质量天体时会产生弯曲，这就类似于
透镜对于光线的作用，因此这种现象也被称为
微引力透镜效应。如果我们和极其遥远的发光
天体之间存在一些致密的引力源，它们的引力
场便会像放大镜一样使得我们接收到的光线强
度产生相应变化。于是人类便可以利用这个效
应来搜寻黑洞，甚至是其他恒星系统的行星。

向宇宙中发射电磁波，试图沟通地外文明，
这早已不是科幻小说的专属。早在1974年，位
于波多黎各的阿雷西博射电望远镜刚刚完成改
造，天文学家弗兰克·德雷克便提出，利用该望
远镜的 3台发射机，主动向地外星系发射无线
电信号，以期拥有高等文明的外星生物能够接
收到。于是德雷克团队向距离地球 2.5万光年
的武仙座球状星团M13发射了一段持续169秒
的无线电信号，这一信号也被称为阿雷西博信
息。但德雷克与叶文洁最初面临的问题一样，
发射信号功率太小。

此外，要想与地外文明实现有效沟通，信息
的呈现形式同样重要。在现实中，至今仍飞驰
在宇宙中的阿雷西博信息由1679个二进制数字
构成。假设该信息的接收者会先将其排成一个
长方形，由于数字1679只能由两个质数相乘，因
此阿雷西博信息便会被拆解成 73条横行及 23
条竖列。在此基础上，阿雷西博信息便会呈现
出一幅图画。如果相反，接收者把它排成了23
条横行、73条竖列，该信息就会变成噪音，没有
任何意义。

在阿雷西博信息转换成的图画中，包含了
关于人类DNA双螺旋、数学、太阳系、天文台等
人类文明的相关信息。但无论人类采用何种

“语言”与地外文明沟通，都免不了最终只是“一
厢情愿”的可能，因为谁也无法保证地外文明能
否完整、准确地理解人类意图。李然认为，要实
现与另一种智慧生命的沟通交流，目前来看，图
像是最好的办法，“外星文明可能从图像中找到
可以直接理解的信息，比如一个天体的外貌、一
个生命体的轮廓等。”

除了主动发射信号联络地外文明，人类同
时也在寻找着来自地外文明的“声音”。

自从射电望远镜被发明以来，搜索来自
地外文明的信号，一直是其重要的工作方
向。射电望远镜的口径越大，其捕捉信号的
能力越强。被称为“中国天眼”的 500米口径
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
单口径射电望远镜。曾多次参与“中国天眼”
相关研究的之江实验室计算天文方向项目负
责人、青年科学家冯毅介绍，“中国天眼”最大
的特点就是灵敏度非常高，综合性能大致是
阿雷西博望远镜的 10倍。不过，阿雷西博望
远镜已于 2020年底塌毁。

除了“中国天眼”这种固定式大口径射电望
远镜，还有一种口径相对较小，但却可以灵活转
动的射电望远镜。如位于美国西弗吉尼亚的、
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全动射电望远镜——绿岸射
电天文望远镜（也称绿湾射电天文望远镜）。冯
毅认为，或许“三体”故事中“红岸基地”的名字
正是借鉴于此。

虽然地球上有诸多望远镜正对准遥远的深
空，试图寻找地外文明的蛛丝马迹，但目前仍是
一无所获。要搜寻地外文明的信号，首先需要了
解其信号的具体特征。但冯毅表示，其实目前人
类也不知道地外文明发出的信号是什么样的。
因为人类也没有真正发现过地外文明，无法判断
它们会产生什么信号。目前无论采用何种方式
搜索地外文明信号，其实仍是以人类文明的信号
特征作为参考。“人类使用什么信号，我们就觉得
地外文明也是采用这种信号。比如在射电波段，
人类能造出的信号是窄带的，所以我们也用这种
特征去搜寻地外文明信号。”冯毅说。

虽然“三体”的故事向人类联络地外文明的
行为发出了警告，但面对未知的宇宙，人类不会
停下探索的脚步。

（据《科技日报》都芃）

根据中国科学院新疆天文台最新发布的
消息，由该台南山观测站 1米大视场光学望
远镜发现的一颗近地小行星已于近日获得
国际小行星中心确认，临时编号为 2023
DB2。这是中科院新疆天文台发现的第一颗
近地小行星。

中科院新疆天文台光学天文与技术应用研
究室负责人、研究员艾力·伊沙木丁介绍说：“经
全球各地多台设备后续观测确认，2023 DB2的
绝对星等为 21.76等，对应直径约 200米，大约
有两个足球场大，绕太阳公转一周需1.06年，这

颗小行星与地球轨道的最近距离在 3000万公
里之外，是地月距离的约80倍。”

据中科院新疆天文台介绍，发现近地小行
星的南山观测站 1米大视场光学望远镜，具有
大视场、高指向和跟踪精度等优势，该望远镜主
要用于开展光学时域天文巡天研究，它所获得
的时序观测数据，特别适合通过深度挖掘发现
小行星和瞬变天体等。

据悉，这次发现是中科院新疆天文台使用
南山观测站1米大视场光学望远镜和星明业余
天文观测团队深度合作的结果。从去年 12月

起，中科院新疆天文台启动与星明业余天文观
测团队合作的小行星搜寻项目，2023 DB2就是
星明业余天文观测团队成员对南山观测站1米
大视场光学望远镜科研观测数据实时深度挖掘
发现的近地小行星。

星明业余天文观测团队负责人高兴说：
“专业天文工作者和业余天文团队的合作，
不仅会解开浩瀚星海中的更多秘密，也拉近
了天文学与普通百姓的距离，有深远的科普
意义。”

（据新华社 张晓龙）

当强大的电磁波从山顶的雷达天线穿破云层射向天空，巨大的能量使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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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红岸基地”发射电磁波信号的场景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红岸基地”，主人公利用雷达天线对准太阳发射电磁波信号，从而将信

号放大、向宇宙深处传递的一幕，可以看作是整个“三体”故事的开端。虽然这

一幕来源于作者天马行空的想象，但在现实世界的科学探索中，人类早已开始

利用电磁波来寻找地外文明。

太阳并非理想的信号放大器 图画或许是最有效的信息形式

主动寻找地外文明的“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