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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与太阳系外的行星

生命是宇宙中的一种普遍现象
 

这种观点自古有

之
,

随着近代 自然科学的发展
,
特别是天体物理学的发

展
,

人们认识到
,
由

“
特殊

”
行星的物理环境造化的生

命—
这里指的是地球上的生命

,

是由简单的无机物

质发展而来
,
虽说其产生和发展过程非常复杂

,
但生命

现象一经开始
,

就会逐步地向智慧生命阶段发展
 

达

尔文的生 物进化论在天文学上的一个影子是天体演化

理论
 

美国著名的天文学家沙普利说过
, “

生命是广泛

存在的
,

它是宇宙演化的自然产物
 

”

从宏观上着眼
,

我们的宇宙非常之广阔
,

星球非常

之多
,

人们居住在一个充满星系的大宇宙之中
 

宇宙

何处还有像人这样的智慧生命呢! 冷静的科学家们认

沁
,
生命只可能产生在那些距离单颗恒星�不远不近 �

、

固体状态稳定
、

有大气层和足够的氧气与水
、

有必要的

能源
、

处于良好发展环境的行星�或卫星 �上
 

由天文

观测知道
,
每一个星系�约有一二千亿颗恒星� 都是一

个
“
厄星大世界

” ,

并不是所有的恒星都如太阳 这 么
“
好气而且

,

寿命太短的恒星不可能在其行星上孕育出

处于高级阶段的智慧生命
 

正如我们 的 恒 星—
太

阳
,

其亮度和温度在长达四五十亿年中基本稳定
,
才确

保了地球上生命的诞生和发展
,

长寿命的
、

稳定的 日地

系统是生命的宝贵摇篮
 

探索太阳系外的绕某恒星旋转的行星
,

对于天文

学家来说至今仍是一个重要的难题
 

天文学家已经认

识到
,
精确地观侧研究一颗恒星的运动

,
可以发现它周

围是否有暗伴星存在
 

这是因为一颗具有轨道伴星的

恒星
,
当它在天空中缓慢运行时

,
将呈现出摆动

 

目前

的基本问题是检测太阳系外行星系统的所有技术还不

够灵敏
、

成熟
,
观测一颗恒星的摆动

,

还只是探索行星

存在的一种间接技术
,

直接的检测实际上意味着应得

到一个行星的像
,
以致于其位置可以测量

,

其光线可以

做分析研究
 

∀ , # ∃ 年发射成功的第一颗红外天文卫星 �%& ∋ (�

向地球发回了许多宇宙信息
,

其中令人振奋的一条信

息是
,
在织女星的周围发现了一些固体物质团块

,

团块

的温度很低
 

天文学家们分析认为
,
那很可能是一个

正在形成的
“

太阳系”

∀ , # ) 年夏天
,

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和基特 峰 国 家

夭文台的天文学家发现了一颗太阳系 外 的 行 星
—“∗ +, + ”

星
 

“ ∗ + ”
是比利时出生的美籍天文学家范

·

比斯布鲁克�发现者�名字的缩写
,
这颗星位于蛇夫星

座
 

由大型精良的天文望远镜观测到
, ∗ +, 星 �距地

球 −∀ 光年�原来是由两颗星组成
,

其中一颗称为 ∗ +, ∋

�是主星�
,
另一颗是它的伴星—

∗ + , + ,
它们互 相围

绕旋转
 

∗ +, + 的观测特征既不像一颗冷的白矮星
,
也

不像一个灰尘笼罩的红矮星
,

它很像太阳系中的巨行

星
—木星

 

这颗里于 ∀ . # 斗年 ∀− 月被正 式 宣 布 为
“
第一颗太阳系之外的行星

”
 

但是
,

也有 人 仍 怀 疑

∗“ + 是一颗比主星暗 �在红外波段 � ) / 倍 的 棕 矮

星
 

说起来
,

木星那样的巨行星在宇宙中看起来
,

就象

一个小光点
、

慢慢地围绕恒星旋转
,
好似 ) // 年前伽利

略首次观测到的木星卫星
 

随着太阳系外行星发现的

增多
,
可能最终成为诱导人类离开太阳系的

“
诱饵

” ,

因

为太阳系不可能是人类的永久栖息地
 

如果人类发现

了围绕附近另一颗恒星旋转的
、

类似地球的行星
,

他

们总会去探索它
、

飞登上它的表面
,

正如 ” 年前宇航

员终于登上了数千年来一直诱惑着人类的月球那样
 

用射电天文方法探索地外文明

近几十年来
,

人类业已取得了卓越的技术能力
,
促

使人们去寻找难以想象的
、

遥远的地外文明
,

这种能力

就是蓬勃发展的射电天文学
 

射电天文设备包括单独

的射电望远镜
,

成组或成阵列的射电望远镜
,
灵敏的射

电探测器
,

处理收到的信息资料的先进的 电 子 计 算

机
 

为了探索地外文明
,

也为了与
“
他们

”
进行通信联

络
,
应用射电天文技术是最佳方法

 

因为这种方法是

比较廉价的
,

大量的信息能够以极小的代价得以发送

和接收 0 而且
,
这种方法是快速的

,

致使恒星际间的
“
对

话
”
有可能进行 0 此外

,

这种方法还是
“
显而易见

”
的

,
它

便于任何技术文明�不论其进化途径如何 �都能尽早发

现其发出的信息
 

前苏联著名的天体物理学家什克洛夫斯基 认 为
,

“
星系际无线电通讯与恒星际无线电通讯相比

,

有一个

明显不同的重要特点
 

当进行星系际无线电通 讯 时
,

信号一下子发送给几千亿颗恒星
 

因此
,
如果在这些

恒星中
,
即使只有一颗恒星周围存在高度发达的文明

社会
,
这个信号也会被发现

 

实际上
,
在

‘

被探测的
’

星

系上这样的文明社会可能很多
 

因此
,
当发送各种定

向的星系外信号时
,

发射它们的文明社会是
‘

」
一

分有把

‘ 卷 ‘ 期 �总 ∃1 期�



握的
,  

然而
,

当往任何恒星的方位
尸

发射定向信号时
,

那儿存在文明社会的概率
,

或者甚至一般地存在生命

的概率
,

就极其微小
 
”

迄今为止
,
人类正处于用射电探索宇宙天体和地

外文明的最初级阶段
 

我们在一幅银河系旋臂的光学

照片上
,

可以看到成千上万颗恒星
,
根据美国天文学家

卡尔
·

萨根的比较乐观的估计
,

这些恒星中必定有一

些是先进文明之所在
 

可到底哪一颗星是呢 ! 人们的

射电望远镜应当朝向哪一颗星呢 ! 看来
,

这个问题的

解决是非常令人头痛的
 

因为人们现今用射电天文望

远镜进行研究的天体还不多
,
即在可能出现先进文明

的数以百万计的恒星中
,
人们研究的才不过儿千颗

 

人们首次尝试收听地外文明世界发来的无线电信

号
,

是 ∀ , 2 , 年和 ∀ , 1 / 年在美国西弗吉尼亚州西部格

林班克国家射电天文台
 

当时的工作由美国射电天文

学家弗兰克
·

德雷克负贵组织
,

并于 ∀ . 1 / 年 ) 月∀∀ 日

正式开始实行
,

针对一位作家所写的关于一个神话般

世界的
‘

,3 4 丛书
”
而命名为

“

奥兹玛计划
” ,

这是一 个

被动式收听地外文明社会之音的计划
 

“
奥兹

”

是神话

故事中的一个地名
,

那是一个非常奇异
、

非常遥远和难

以到达的地方
,
在那里居住着一位名叫

“
奥兹玛

”
的公

主
 

该计划的含义是
“
寻找遥远的地外文明5 

德雷克等人使用直径 −1 米的射电望远镜
,

在−∀ 厘

米波长处进行
“

侦听
”

 

他们首先将射电天线对准了类

似太阳的恒星鲸鱼座
丁
星

,
它距地球 ∀ ∀

 

, 光年
,

结果

是一无所获
 

尔后
,
他们又把天线对准了另一个 目标

恒星
—波江座

￡
星�距地球 ∀ /

 

6 光年 �
,

最初收到了

一个每秒 # 个脉冲的强无线电信号
,

∀/ 天之后此信号

又出现了
 

不过这并不是人们期待的
“
外星人

”
电报信

号
 

奥兹玛计划在 ∃ 个月中
,

累计
“
监听” ∀ 2 / 小时

,
最

终未获得任何成功的结果
 

虽然如此
,
这毕竟开创了

人类寻找地外智慧生命的新纪元
 

德雷克指出
, “
射电

天文学在 2/ 年代末期才真正成为一门科学
” , “
伴随着

更多的高灵敏度的射电接收器的发明
,
使我们骤然间

拥有了能够探测来自最近星球的信号的能力
 
”

从
“

奥兹玛
”

计划执行以后
,
世界上 �美国

、

加拿大

和前苏联�已开展了几十项搜索地外智慧生命的计划
,

大都采用了与奥兹玛计划关于外星生命同样的概念 7

�
7

� 就象人类的情况一样
,

生命很有可能产生在地外
“
太阳系

” ,

因此
,
探索目标应放在类似太阳的星球上 0

�8 � 射电望远镜最好能
“
听到

”
的频率范 围 在 ∀。。/ 到

∀ /。。。兆赫之间
,
这时的本底噪声最低

 

因此
,

想同外

界建立联系的有
“
人

”
居住的外星可能会选择这一被称

作
“
微波窗口 ”

的波段进行无线电发布 0 �
。

�如果我们想

同其他星球建立联系
,

几乎可以肯定地说
,
应通过电磁

波�髻如无线电波 �
,

它以光速进行传播
 

遗憾的是
,

以

上所有的结果都是否定的
,

即没有接收到任何识别得

出的来 自外星人的信号
 

9 ,1 6 年
,

并非为寻找地外智慧生命信号的英国 科

学家休伊什和女研究生贝尔
,

发现太空中有一个射电

源有闪烁现象
,
它发出的射电讯号非常有规律

,
每隔

∀
 

∃ ∃6 秒跳动一次
,

这么有规律的信号
,
使人很 快想

到它是地外文明发来的问讯电报
,
有人当时称发出这

种信号的智慧生物为
“

小绿人
”

 

结果最终证明
,
该信

号完全是天然的
,
即它来 自遥远的迅速 自转的一种天

体
—

脉冲星�即中子星� 

发给外星人的电报

美国射电天文学家德雷克在一次天文 学 术 会 议

上
,

曾士 分巧妙显示了依靠图像向宇宙播送信息 这种

方法的有效性
 

他宣布
,
假定从某颗恒星有规律地收

到一些持续时间很短的射电脉冲
,
它们由与脉冲持续

时间成整数倍的间断时间所隔开
 

乍一看去
,
这些间

断时间的分布毫无秩序
 

但是这同样的脉冲序列时常

在一定的时间间隔里重复出现
 

于是
,

这应当明显地

表示它们是人工起源的
 

如果把每个脉冲用
“ ∀ ” 来表

示
,

而把持续时间等于脉冲持续时间的
“
空缺

”
时间间

隔用
‘

,/ ”

来表示
,
则得到一份很好的信息记录 �参见图

∀ � 

图 9

图 ∀ 是 ∀ , 6 ) 年 ∀∀ 月 ∀1 日人类发给地外智 慧 生

命的第一次
“
电报

” ,

这份宇宙信息是由 ∀ 1 6 . 个二进制

信息数码�
“。”或

“ 9” �组成的
 

它是由美国在波多黎各

的阿雷西博天文台发出的
 

这个天文台拥有目前世界

上最大的
、

直径为 ∃。, 米的抛物面形射电天线
,
该天线

建在原有的碗状山谷中
 

此天线一方面可接收来自空

间深处的无线电波
,

使电波聚焦在高出谷地的馈电臂

天线上
,

并通过电路连接送到控制室
,

供研究者进行信

号分析 0 另一方面
,
当它用作雷达发射机时

,

馈电臂将

现代物理知识



信号发送到谷地
,

并反射到太空去
 

当时
,

发送图 − 所示宇宙信息时的波长和频率分

别为 ∀ −
·

1 厘米和 − ∃ # 。兆赫�调频电磁波 �
,
方向指向

银河系内的天体 : ∀∃
—

武仙座球状星团
 

选择: ∀∃

作为信息发送目标
,
是因为该星团约包含有 ∃/ 万颗恒

星
,

同时所发射的电磁波束又能将它们完全覆盖
 

因

此
,

向该星团发送信息比向单颗恒星发送信息具有
“
保

险系数
”
大得多的

“
可收

”
性

,

假如那里确有智慧生命的

话
 

此信息重复发送了许多次
,

累计发射 总 时 间 为

∃ 分钟
 

其信息内容共由 ∀ 1 6 , 个 ∀ 和 。 数 字 组 成
,

“∀ 1 6 .
, ,

恰好是二个素数的乘积�− ∃ 只 6 ∃ 二 ∀ 1 6 . �
 

这份
“
电报

”

是宇宙间任何掌握射电天文技术的智

慧生物都具有解译能力的
“
电报

” ,

它虽然不长
,

却包含

着人类居住的星球的丰富信息
,

其电文大意如下�见图
− �7

;

9

书书 0幼幼

图 −

我们 如何从 ∀ 数到 ∀ /
 

我们所认为有趣或重要的原子是氢
、

碳
、

氮
、

氧和

磷
 

可把这些原子混合起来
,

化合成胸腺咤淀
、

腺嗦

吟
、

鸟嗦吟和胞咯咤的分子结构
,

以及一个含有交变碳

酸化合物链酸盐的链
 

这些块状的分子结构放在一起

组成一个含有约 ,/ 亿个链节的脱氧 核 糖 核 酸 长分

子
 

这个分子是一个双螺旋体
 

它在某种程度上对电

报中央的那个形态笨拙的动物很重要
,

这种动物长短

为 “ 个波长
,

或 , 英尺 ,
 

, 英寸高�即 ∀ 6 1
 

呜厘米—
编者 �

,

生活在我们的恒星外面第三颗行星上
,
数量总

共约有 钧 多亿个
 

太阳系共有 , 颗行星
,

其中 ) 颗大的分布于外侧
,

最外面的行星是小的
 

这份电报给您带来一台射电夭文望远镜的问侯
 

它的直径为 − ) ∃。个波长或 ∀。。) 英尺 �即 ∃。, 米
—

编者�
 

您忠实的朋友

如果地外智慧生物收到这份电报信息时
,

只要把

这 ∀‘6 , 个字码排列成 ” 行
,

每行 −∃ 字
,

由此就可产

生 一幅矩形
‘

,/ ” 、 “∀ ”电码图
,
当把图中的 。或 ∀ 中的一

种涂成黑色
,

就可得到图 ∀ 的图案
,

并可译解其含愈

了
 

自 ∀ . 6斗年 ∀∀ 月发射此电 报 迄 今 已 过 去 了 −/

年
 

−/ 年对人一生来说是漫长的
,

但对宇宙来说 是微

不足道的一刹那
 

由于 : ∀∃ 距地球 − ) , / // 多光年之

遥
,

电报的往返通
,

信需要约 2 / , 。/。 年时间
 

不懈的努力 7 搜寻外星人

早在 9 , 6 ∀ 年
,

美国旧金山附近宇航局埃姆斯研究

中心的科学家约翰
·

比林专门组织召开了一次搜寻外

星人的工作研讨会
,

在会上
,

美国休
一
帕计算机公司副

董事长鲍贝
·

奥利弗领导的研究组提出了一项计划 7

将 ∀ / / / 台射电望远镜连接起来 用于外星 人搜寻工作
,

据初步预算
,

该计划需耗资 1/ 亿美元
 

此计划即著名

的
“

赛克洛普斯计划 ,’� 独眼巨人 �
,
每台射电望远镜口

径均为 ∀ // 米
,
总共需要 ∀ / −1 架

,

由计算机控制
,
系统

地扫描整个天空
,
搜索外星人发出的讯号

 

由于此计

划耗资巨大
,

至今未见实施
 

∀ , . − 年
,

诞生了一项由宇航局出资组织实 施 的

十年计划
 

为了避免有人将这次行动与考察
“
飞 碟

”

和
“
小绿人

”

现象联系起来
,
他们将此计划命名为

“
高

分辨微波测量计划
”

 

∀ . . − 年是哥伦布到达
“
新大陆

”

2/ / 周年
 

这年 ∀/ 月 ∀− 日格林尼治时间 ∀ , 时
,

宇航

局的科家们将同几台超级计算机相联的两架超大功率

射 电望远镜同时指向蛇夫星座中的两颗恒星
 

由此
,

对地外智慧生命作迄今为止最全面的一次大搜潦
 

此

计划分为两部分
,

一是对恒星的搜索
,

科学家将使用设

在阿雷西博的 ∃/ 2 米 口径射电望远镜
,

对距地 球 ∀ //

光年以内的 # // 颗恒星进行系统的观侧 0 二是对整个

宇宙进行监测
,
利用设在莫哈维大沙漠高德斯通的射

电望远镜 �口径 柱 米� 大面积检测 9 万兆赫以内的所

有无线电信号
 

遗憾的是
,

此计划一年后终止了
 

虽然在理论上人们盼望能看到一个充满智慧生命

的宇宙
,

但事实上迄今未找到任何外星人的证据
 

尽

管情况如此
,
热衷于此的科学家们至今仍在不懈地努

力
,
这项事业正可谓 7 方兴未艾

,

前途光明
 

卷 1 期 �总 ∃ 1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