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我们讨论太空

探索和移民时，我们

通常会想到火星。这

颗红色的沙漠行星是

地球最近的邻居，也

是人类最有可能在未

来登陆和居住的地方。

但是，有没有人想过

另一颗距离地球更近

的行星—金星呢？金

星被称为地球的姐妹

星，因为它的大小、

质量和密度都和地球

非常接近。而且，它

也有大气层。那么金

星是不是也适合人类

生存呢？或者说，金

星是不是一个比火星

更好的目标呢？我的

答案是否定的。

金星的表面温度高

达480摄氏度，大气压

力是地球的92倍。风

速可以达到每小时300

公里，金星的大气层

主要由二氧化碳和硫

酸组成，没有任何氧

气和水分。

金星的自转速度极其缓慢，一天相

当于地球的 243天。在这样的条件下，

人类是无法生存的。即使是最先进的太

空服和探测器，也很难在金星上存活超

过几个小时。

金星的恶劣环境主要是由于它的温室

效应造成的。它的大气层中含有大量的二

氧化碳，这是因为金星没有磁场，也没有

板块运动，因此无法将二氧化碳从大气层

中转移到岩石或者海洋中。

金星的二氧化碳浓度达到了97％，这

使得金星的大气层能够吸收和反射大量的

太阳辐射，从而使金星的表面温度升高到

了惊人的高度。

金星的大气层还有另一个特点，就是

它的云层。这些云层由硫酸和水组成，硫

酸云层还会在金星上产生酸雨。但是由于

温度太高，酸雨在落到地面之前就会蒸发

掉，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金星上几乎没有水，只有一些微量

的水蒸气存在于大气层中，这由于金

星上的水分早已被太阳辐射分解为氢

和氧。氢又被太阳风吹走，氧又被其

他物质氧化，从而使金星变成了一个

干燥的沙漠。

金星上的环境极其恶劣，几乎不可能

支持生命的存在。高温、高压、缺氧、腐

蚀性化学物质、缺乏液态水和不稳定的表

面环境等因素。都使得金星成为一个完全

不适合生命生存的地方。因此，人类如果

想要在太空中寻找一个新的家园，金星绝

对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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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我国学术期刊《国家科学评论》刊

发针对月壤研究的最新成果。研究人员通过

对嫦娥五号钻采岩屑月壤进行严谨的观察

与分析，发现了天然形成的少层石墨烯。这

一突破性发现为国际首次。

与富含水分和有机物的地球土壤不同，

月球直接暴露在太阳辐射和微陨石轰击之

下，因此形成的月壤不含有机质，且极度缺

水干燥。人们不禁好奇，天然石墨烯究竟是

何来头，未来又有哪些潜在应用？

从诞生之初，石墨烯材料就自带光环，

被喻为“改变世界的神奇材料”。2004年，英

国曼彻斯特大学物理学家安德烈·海姆和康

斯坦丁·诺沃肖洛夫领导的研究小组，将石

墨片粘在两片特殊的胶带之间，撕开胶带，

石墨片就被减薄，一分为二。如此反复操作，

薄片越来越薄，最终他们在显微镜下发现了

石墨烯。它的厚度只有 0.34纳米，一片 1毫

米厚的石墨片由近 300 万层石墨烯堆垛组

成。如果我们把石墨片当作一本书，其中的

每一页纸都可以被认为是石墨烯。

石墨烯被广泛研究的重要原因，则是其

具有非凡的导电性能和导热性能、超出钢铁

数十倍的强度和极佳的透光特性。石墨烯载

流子迁移率是硅的 10倍，有望用于制造超

高比能动力电池和超高频率芯片。石墨烯导

热性能优于碳纳米管，有望成为电子产品的

新一代导热散热材料。有人曾测算，一块 1

平方米的石墨烯吊床足以承受一只 4 公斤

重的猫，而该吊床的重量仅为 0.77毫克，比

猫的腮须还轻，肉眼根本看不到。作为一种

可能替代硅基芯片的产品，由石墨烯材料制

造的碳基芯片展现出迷人前景。

目前，石墨烯难以被大量制造，这是因

为其工业制造方法需要在超过 1000摄氏度

的高温下进行，且难以获得高纯度、大尺寸

的石墨烯。相比之下，天然石墨烯的发现更

显珍贵。2023年，日本北海道大学的研究团

队首次在地球上发现了天然石墨烯。虽然这

种石墨烯能够在低于 300摄氏度的条件下

稳定存在，但该研究也指出天然石墨烯看起

来是透明的，而不是通常呈现出的黑色，表

明其结构中可能还含有其他元素。

此次月壤中发现的天然石墨烯的结晶

质量较高，层数在 2-7层，一些含铁化合物

也出现在该区域附近。基于这一特征，研究

人员提出石墨烯的形成可能源于太阳风和

月球早期的火山喷发共同诱导的矿物催化

进程。

令人遗憾的是，目前发现的天然石墨烯

只是通过各种手段确认了其结构组成，并没

有被挖掘其电性能和力学性能，因此我们无

法区分天然石墨烯和人工合成石墨烯的差

异。但天然石墨烯的发现扩展了我们对月球

资源的认识边界，意味着月球不仅仅是一个

无生命的岩石球体，很可能存在对技术发展

有重要价值的资源。可以想象，随着更大规

模的天然石墨烯被发掘，我们可以直接在月

球上建立石墨烯产业基地，利用石墨烯快速

输送电子的特点，发展更薄、导电速度更快

的新一代电池，也可以利用其极佳的透光特

性，发展具有更高分辨率的屏幕。

作者系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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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在地球上只看到太阳月亮看不

到其他行星？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个伪问题，

地球上能看到的行星多着呢，肉眼就能看见

五颗，如果用望远镜，就能看到更多了，不但

太阳系所有行星都能看到，还发现了太阳系

外四千多颗行星。

太阳系的行星原来有九颗，2006 年第

二十六届国际天文联合会上，冥王星被取消

了行星资格，这样，太阳系行星就成了八颗，

也就是八大行星。肉眼一般能看到的行星有

五颗，即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土星，这五

颗行星古代就被中国的天文学家和星相师

们所重视，以五行相匹配，即金木水火土

（星）；用天文望远镜还能看到其他几颗肉眼

看不到的行星，即距离我们最远的太阳系行

星———天王星和海王星，被踢出行星队伍的

冥王星也能被望远镜看到。

行星本身都不发光，是依靠反射恒星的

光才被看到，就像我们看到地球上所有本身

不发光的东西，是靠反射阳光和灯光才被我

们看到。太阳系的行星就是靠反射太阳光才

能被我们看到，其亮度与这些行星围绕着太

阳运行时与太阳的距离和角度，人类肉眼观

测的光照角度而变化。

肉眼能看到的五大行星，金星最亮，是

夜空中所有星星中最亮的星星，其次是木星

和火星，这两颗星的亮度会根据距离我们远

近变化和观测角度变化，相互超越，有时是

木星更亮，有时是火星更亮。之所以这样，是

金星距离我们最近，最近时只有四千多万公

里，且体积和地球差不多；火星距离我们第

二近，最近时只有约五千五百万公里，但体

积只有地球的百分之十五；木星虽然距离我

们稍远，最近时也有六亿多公里，但由于木

星体积很大，是地球的一千三百多倍。因此

金星是最亮的星星，木星有时候亮度与金星

相当，常常超越火星。

肉眼能看见的五大行星中，土星和水星

观测难度大点。土星虽然体积也很大，是地

球的七百四十五倍，但距离地球是五颗行星

中最远的，最近时也有十二亿多公里，因此

看起来比其他几颗行星都要暗一些；水星虽

然很小，但距离我们并不远，只有九千多万

公里，又距离太阳很近，因此也较亮，按理观

测并不难，但正是由于距离太阳太近，从地

球方向看，水星与太阳基本会同时出现，就

常常隐藏在太阳强烈光芒中，一般就难以观

测到，据说伟大的天文学家哥白尼终身都没

有观测到水星，而引为遗憾。

行星有气态行星和岩石行星，八大行星

中有四颗是岩石行星，又被称为类地行星，

即类似地球这样的行星，从距离太阳最近数

过来就是水星、金星、地球、火星；还有四颗

气态行星，又称类木行星，就是像木星，主要

由气体组成，从火星往外延伸数过去，就是

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

天体的亮度以视星等划分，数值越小越

亮，还有负数，负得越多越亮。如太阳视星等

为负二十六点七等，月亮最亮时视星等为负

十二点六等。人眼肉眼观测极限能看到最低

亮度的星星视星等为六等，六等以上就看不

到了。视星等每提升一等，亮度增加二点五

一二倍。也就是说五等星亮度是六等星的二

点五一二倍；四等星亮度是六等星亮度的二

点五一二倍乘以二点五一二倍，也就是约六

点三一倍；一等星亮度则是六等星亮度的二

点五一二的五次方倍，即约一百倍；太阳亮

度是月亮亮度的约四十四万倍，是一等星亮

度的约一百九十亿倍。

肉眼能够看到的五颗行星，它们的视

星等最亮时可达：金星为负四点九等，木

星为负二点九四等，火星为负二点九等，

水星为负一点九等，土星为负零点三等。

天王星一般看不到，但最亮时能达到五点

七等，接近人眼观测极限，因此如果视力

很好，且观测条件极好的情况下偶尔会被

勉强观测到，但这种情况极少。海王星的

亮度最大时视星等也只有七点八等，人类

肉眼就无论如何也看不到了。而所有恒星

中，最亮的是天狼星，最亮时视星等为 -1.

46，还没有水星亮。

因此，所谓在地球上只能看到太阳和月

亮，看不到其他行星的认识是错误的。

来源：时空通讯

在地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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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壤中发现天然石墨烯后
月球资源留给人们想象的空间瞬间增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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