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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7月以来，全国多地进入“蒸烤模式”。就和三伏天
的气温一样，充满“热度”的事件和各种传言也接踵而来：

“科威特气温达73摄氏度，汽车被烤化”“‘怪异云朵’预示
世界末日”“印度新冠变种病毒连核酸检测都测不出
来”……

记者就对7月“热点”谣言逐一进行盘点，帮您拨开迷
雾、找寻真相。

科威特汽车被烤化？
真相：日照高温不足以使车体熔化

7月13日，网上流传的一段视频让“科威特汽车被高
温晒化”的话题迅速登上了网络热搜。视频中的汽车保险
杠、车灯甚至轮胎都像雪糕一样熔化成液体。现场气温高达
73摄氏度。配文称科威特近日经历了极端高温天气，导致
车辆被“烤化”。

“汽车是不可能被轻易‘烤化’的，该视频涉嫌造假。”天
津大学化工学院教授张生对科技日报记者说，虽然不同用
途的汽车外壳的材料会稍有不同，但绝大部分的汽车外壳
是由金属材料，如钢、铝、铝合金，或由工程塑料、高强度纤
维复合材料、陶瓷材料等非金属材料制成的。汽车的保险杠
部分，通常由聚丙烯制成。“这些材料一般都耐高温，铝合金
的熔点是600摄氏度，铝的熔点是660摄氏度，钢的熔点在
1100摄氏度至1600摄氏度之间，陶瓷熔点在2000摄氏度
以上，工程塑料熔点在230摄氏度以上，纤维复合材料的熔
点也在数百摄氏度以上。”

张生介绍，最可能被“烤化”的是用聚丙烯材料制成的
汽车保险杠，但它的熔点也在158摄氏度至168摄氏度之
间，远远高于73摄氏度。

张生表示，即使高温天在太阳下暴晒，所能达到的温度
对汽车来说也都太“小儿科”了，所以完全不用担心汽车会
被“烤化”。

怪异云朵预示世界末日？
真相：糙面云是普通自然现象

7月5日，天津市民被“来势汹汹”的云团吓到了。在网
友发布的视频中，城区上空的云团呈快速翻腾滚动状态，看
上去像狰狞的面孔，十分诡异。很多市民都表示从来没见过
这样的云彩，并开始担心这是否为灾害性天气的预兆。

其实，此次引发民众关注的云彩名为糙面云。顾名思
义，就是表面粗糙的云。糙面云是波状层积云在锋面（两种
温度、湿度等物理性质不同的冷、暖气团的交界面）或强对
流天气的作用下，堆积到极限时发生的褶皱现象。

之所以糙面云看起来如此恐怖，是因为糙面云的云底
有颗粒状的团块、极端粗糙，有强烈扭曲的波状结构，而且
这些褶皱不规则、形态诡异，加之浓厚、灰暗等特征，所以呈
现出来的样子就容易给人一种恐怖、不适的感觉。

糙面云与其他云一样，是一种在空中悬浮的由水滴、冰
晶聚集形成的物体，也和彩虹、极光等一样，是在合适的气
象条件下就能出现的自然现象，并没有“预示灾难”的作用。

虽然云的姿态与灾难无关，但是可以用来预判天气。比
如民间流传着很多看云识天气的气象谚语，如“早霞不出
门，晚霞行千里”“天上钩钩云，地上雨淋淋”“鱼鳞天，不雨
风也颠”“朝有棉花云，下午雷雨鸣”等，给民众的生产生活
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糙面云的出现往往意味着恶劣天气即将结束。这是因
为锋面过境或强对流天气多伴有雷电、大雨、大风、冰雹等
恶劣天气，导致云体变化快速而剧烈。因此糙面云一般出现
在这种天气的最后时刻，特别是在大雨后。

核酸检测验不出德尔塔病毒？
真相：变种病毒逃不过核酸检测“法眼”

日前，南京此轮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罪魁祸首锁定印度
的新冠肺炎变种病毒——德尔塔毒株。这让很多人想起前
不久网上疯传的3名在印度工作的中国人，回国抵达重庆
市时，初步核酸检测都是阴性, 最后还是通过CT检查，发
现肺部病变，才最终确诊其感染的是印度的新冠肺炎变种
病毒。很多人担心，南京疫情之所以传播如此之广，也是因
为新冠肺炎变种病毒可以避过现有的核酸检测。

对此，湖北大学省部共建生物催化与酶工程国家重点
实验室、该校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陈纯琪介绍，新冠肺炎病毒
是RNA病毒，也就是病毒颗粒中包裹着的病毒核酸是
RNA（核糖核酸），而利用病毒RNA与人体染色体的序列
不同，就能够用特异性核酸检测的方法检测出病毒的存在。

“目前，新冠肺炎病毒核酸检测的方法主要是先将采检
的鼻拭子或咽拭子样本中的病毒RNA提取出来。如果样
品中含有病毒，则利用聚合酶链式反应（PCR）将病毒的基
因序列扩增出来，通过仪器可以看到荧光；如果样品中没有
病毒，则看不到荧光，以此方法来推估原本样品中病毒含
量。”陈纯琪解释，因为德尔塔毒株主要仍是由原始的新冠
肺炎病毒株变异而来的，变异的部位主要是病毒颗粒表面
与受体结合的刺突蛋白，而这样的变异是不会影响核酸检
测的结果的，因此核酸检测仍是目前检测新冠肺炎病毒的
最有效方法。

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周报，网传信息中的3名
境外输入病例在重庆海关的核酸检测结果均呈阳性，与传
言“重庆初检阴性”不符。

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首席科学家柯昌文也表示，
核酸检测是目前新冠肺炎病例诊断的“金标准”，在感染者
发病前1到2天即可检出，在发病后7到8天仍可检测出核
酸阳性。作为比较成熟的诊断方法，其检测结果比较可靠。

可见，印度新冠肺炎变种病毒并没有避过目前的检测
方法。 （据《科技日报》)

认证磁星为宇宙神秘天文现象快速射电暴的一种起源；
首次观测到黑洞双星爆发过程全景；完整探测到第24太阳
活动周最大耀斑的高能辐射过程……今年以来，中国“慧眼”
卫星的研究成果，频频在国际天文学界引起轰动。

好成绩的背后是“硬实力”。“慧眼”卫星全称“慧眼”硬X
射线调制望远镜，是我国第一颗空间X射线天文卫星。与国
外同类卫星相比，它具有覆盖能段宽、在高能X射线能段的
有效面积大、时间分辨率高、有效工作时间占比高等优点。正
因如此，在4年运行期间，“慧眼”卫星精准捕捉到宇宙中众
多精彩瞬间和神秘现象，帮助人类更加深入了解宇宙奥秘。

通过望远镜卫星在空间轨道捕捉X射
线，成为各国科学家竞相追逐的目标

X射线，对人们来说并不陌生。在医院拍摄透视片，或在
公共场合接受安全检查时，我们通常都会直接接触到X射
线。波长0.1至10纳米的X射线称为软X射线，其能量相对
较低；波长在0.01至0.1纳米之间的X射线称为硬X射线，
其能量相对较高，穿透性也较强。

宇宙中很多极端天体物理过程都会产生并发射强烈X
射线。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粒子天体物理中心主任、“慧
眼”卫星首席科学家张双南说：“比如，中子星和黑洞吸积物
质的过程，超新星爆发和伽马射线暴的激波和喷流，还有高
能带电粒子在磁场中的辐射以及和低能光子的作用、中子星
的表面等，也会产生丰富的X射线。”

由于宇宙中许多天体都辐射X射线，因此探测宇宙中的
X射线对探索宇宙奥秘具有重要意义。

“各种天体的性质和特点不同，它们所辐射的X射线也
不同。人类可以利用这一特性，通过观测这些天体发出的X
射线，来分析它们的类型和特征，从而更详细地了解宇宙。”
张双南说。

然而，X射线极易被介质吸收，穿越地球大气层时会严
重衰减，在地面上根本无法对其进行观测。因此，通过望远镜
卫星在空间轨道捕捉X射线特别是硬X射线，就成为各国科
学家竞相追逐的目标。

1999年，美国发射了钱德拉X射线天文台，欧洲发射了
XMM—牛顿卫星，成为世界X射线天文学时代开启的标志
性事件。那时，中国的硬X射线卫星研制尚属空白。但中国科
学家们在此领域的探索和研究一直在进行。

对于硬X射线，国际上的普遍办法之一是采用准直型望
远镜对其进行探测。但是，准直型望远镜的缺点在于它会损
失很多探测光子的信息，从而导致探测结果对有些研究的精
度较低。早在1993年，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高能物理研
究所研究员李惕碚提出基于直接解调方法的硬X射线调制
望远镜的设想。

张双南说：“当时，李院士原创性地提出了用非线性数学
手段，直接对探测器阵列的扫描数据进行求解成像，这一直
接解调法能够使非成像探测器实现成像。”

2011年3月，硬X射线调制望远镜卫星工程通过国家批
复，正式立项。

“慧眼”卫星不仅“看”得勤，还“看”得清，
可以全天时接收来自宇宙的“讯息”

2017年6月15日，我国首颗X射线天文卫星“慧眼”在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顺利发射升空。在卫星升空24小时后，地
面工作人员就收到了它传送回来的首批数据，经验证，数据
质量良好。

“慧眼”卫星能够如此迅速而高效展开科学观测工作，与

它的独特设计密不可分。“慧眼”卫星的设计寿命是4年，质
量2496千克。本体呈立方体构型，由服务舱、载荷舱、太阳翼
等构成，主要工作模式包括巡天观测、定点观测和小天区扫
描模式。

因为“慧眼”卫星具有复杂的热控保障、对地测控与数传
保障以及载荷长期工作下的能源保障能力，可以全天时接收
来自宇宙的“讯息”。

“慧眼”卫星不仅“看”得勤，还“看”得清。
“与国外已经发射的很多X射线天文卫星相比，‘慧眼’

是世界上探测能区覆盖范围最广的天文望远镜之一，可以进
行很宽谱段的X射线和伽马射线观测。”张双南说，“‘慧眼’
在百万电子伏特能区监测伽马射线暴的有效观测面积，相比
以往的设备可提高数倍。由于引力波暴也可能产生伽马射线
暴，‘慧眼’在搜寻引力波电磁对应体方面，也具有重要意义
和明显的国际竞争力。”

让“慧眼”卫星“眼界大开”的，是装载在它身体里的高
能、中能、低能X射线望远镜和空间环境监测器等4个探测
有效载荷。它们可观测1至250keV（千电子伏特）能量范围
的X射线和监测200至3MeV（百万电子伏特）能量范围的
伽马射线。这些“法宝”让“慧眼”卫星不仅能将宇宙事件从发
生、发展到结束全过程的壮丽景象尽收眼底，还可看到这些
景象出现时的时变过程是怎样的，相比国际上同类卫星，有
更高的时间分辨率。

此外，工作模式多、平台高可靠等优点，让“慧眼”卫星在
复杂的空间环境中能可靠地完成观测、数据星上存贮和及时
下传等工作，保证任务顺利实施。

“慧眼”卫星运行已4年，状态良好，各项
指标正常，取得一系列重大科学成果

令人惊奇的是，“慧眼”卫星在天上运行仅两个月，就利
用新开发的科学能力有了重大发现。

2017年8月17日，美国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和室女
座引力波天文台首次发现双中子星并合引力波事件，国际引

力波电磁对应体观测联盟发现了该引力波事件的电磁对应
体。当天，中国“慧眼”卫星对这次引力波事件发生也进行了
成功监测。

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副研究员熊少林说：“‘慧眼’卫
星在引力波事件发生时成功监测了引力波源所在的天区，对
其伽马射线电磁对应体在高能区的辐射性质给出了严格的
限制。”

科学家介绍，“慧眼”卫星以合作组形式加入了报告该次
历史性发现的论文，在论文的正文部分报告了观测结果，为
全面理解该引力波事件和引力波闪的物理机制作出了重要
贡献。

此后，“慧眼”卫星又陆续取得一系列重大科学成果，包
括直接测量到宇宙最强磁场、高精度实现了脉冲星导航的在
轨验证、发现距离黑洞最近的相对论喷流、发现逃离黑洞的
高速等离子体、发现并证认首例和快速射电暴同时发生并且
来自于磁星（磁场极强的中子星）的X射线暴……

最近，“慧眼”卫星又首次清晰观测到了黑洞双星爆发过
程的全景，揭示了黑洞双星爆发标准图像的产生机制；完整
探测到了第24太阳活动周最大耀斑的高能辐射过程，获得
了耀斑过程中非热电子的谱指数演化，为理解太阳高能辐射
随时间演化提供了新的观测结果等。

截至2021年8月，“慧眼”卫星已在轨运行约4年零2个
月，科研人员在此期间已经投稿和发表了超过80篇学术论文。

张双南说：“目前，‘慧眼’卫星虽然已经超过了其设计寿
命，但运行状态良好，各项指标正常，期待接下来它能够有更
新的发现。”

张双南还透露，“慧眼”卫星的“继任者”——中国领导的
大型国际合作空间项目“增强型X射线时变与偏振空间天文
台”已进入方案设计阶段。研制成功后，它将成为2027年后
国际领先的旗舰级空间X射线天文台，其综合性能相比国际
同类卫星有一个数量级以上的提升，将把中国的空间高能天
文研究带入更高水平，将在探索极端宇宙中有更多更重要的
科学发现。

（据《人民日报》)

7月12日，国家航天局探月与航天工程
中心举行了嫦娥五号任务第一批月球“土特
产”发放仪式，来自13所科研机构的31份申
请通过审核。

21份样品总计17.4764克，其中包含6
份光片样共157.6毫克，13份岩屑样共868.8
毫克，2份粉末样共16.45克。这标志着月球
样品的科学研究工作正式启动。

经过第一届月球样品专家委员会全体委
员的评审和投票，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
中心成功申请到500毫克月壤样品。围绕这
些样品，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将开
展哪些研究？如何科学处理这些珍贵的月壤
样品？未来可能取得哪些科研成果？带着这些
问题，科技日报记者8月8日采访了中国科
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的相关专家。

500毫克样品可满足分析测
试需求

据了解，此次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
中心获得的500毫克月壤样品均为粉末样。

为什么要全部申请粉末样？中国科学院
国家空间科学中心研究员刘洋解释道，因为
此次发布可供申请的月壤样品大部分是表面
铲取样品，主要有岩屑样和粉末样两类。其中
粉末样比较多，申请到的概率相对更大。因
此，结合自身的研究特长和以往研究基础，本
次申请的全部为月壤粉末样。

500毫克，听起来非常少。那么，这点儿
月球“土特产”用来开展科学研究够吗？

“在进行分析研究时，样品自然是越多越

好。但是因为此次月壤样品比较珍贵，为了确
保样品申请能够获得批准，研究人员在进行
申请时大多会采取比较保守的策略评估所需
的样品量。”刘洋说，根据他们的设想，500毫
克样品足以满足分析测试的需求。

月球样品专家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
院士朱日祥曾表示，对嫦娥五号带回样品的
科学研究，主要有3方面成果值得期待：一是
人才培养，过去中国科学家基本拿不到阿波
罗月球样品进行研究，现在依托嫦娥五号“背
回来”的月壤样品，我们也可以培养自己的研
究队伍了；二是此次嫦娥五号采样区是经过大
量研究与论证的，所以对从该区域采回的月壤
样品进行研究，有可能对月球演化的动力学过
程有突破性认识；三是对我国后续月球与深
空探测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但是，科学研究总是充满未知。“将这些
样品全部分析完，也找不到我们想看的现象，
或者无法回答我们想解决的科学问题，也是
有可能的。”刘洋坦言，不管怎么样，利用这些
样品开展科学研究，必将扩展我们对于月球
的认识。

不同样品能反映出月球的不
同信息

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特别研究
助理杨亚洲介绍，本次发放的月球样品中的
光片样是将粉末或岩屑样进行了一定的预处
理，通常是用环氧树脂等将样品包埋后进行
抛光制成的薄片，因此光片样可以直接用来
进行后续的测试分析。但是在光片样的制备

过程中，由于需要将月壤颗粒磨出一个平面
来进行微区分析，因此磨抛过程中不可避免
地会造成光片样上颗粒样品极微量的磨损。

岩屑样是早期形成的月球岩石受到撞击
等影响后破碎形成的碎屑，其通常会保留原
始月球岩石的矿物组成等信息。杨亚洲介绍，
通过对岩屑样进行岩相学、矿物学、地球化学
等分析，有望反推其岩石成因。在岩屑样中，
相对比较容易找到适宜的矿物来进行同位素
年代学分析。

而粉末样主要就是指月壤。根据阿波罗
返样的分析结果，月壤颗粒的平均粒径在几
十微米量级。“月壤是月球表面月岩经过长期
的陨石和微陨石撞击、太阳风、宇宙射线辐射
等太空风化作用形成的。月壤除了反映月表
本身的物质组成以外，还是记录太阳风等与
月表相互作用的历史以及外来物质增生信息
的重要载体。”杨亚洲说。

用显微分析技术对月壤展开
详细研究

据了解，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
团队将对获取的500毫克样品开展太空风化
作用、太阳风注入和撞击残留物3项研究工
作，以期推进我们对月球乃至太阳系演化历
史的认识。

研究人员会采用哪些研究手段来进行分
析，从而“读出”自己想要的信息呢？

杨亚洲解释道，研究团队将采用一些显
微分析技术对月壤颗粒进行详细的显微结构
分析与地球化学分析，同时结合光谱分析，来

探究月壤颗粒与太阳风、微陨石等的相互作
用过程，以及寻找可能的撞击残留物。

杨亚洲介绍，太空风化作用会强烈地改
造月壤的表层微观结构，形成大量的胶结物
和纳米铁等，并会在宏观上对反射光谱产生
影响，是通过光谱数据准确解译月表矿物成
分等信息的主要障碍。研究人员通分析月壤
颗粒的微观晶体结构与元素分布特征，识别
月壤颗粒中太空风化产物类型，例如纳米铁、
非晶质包层等，从而探究月表太空风化作用
的主导作用机制。

同时，月球水的可能来源包括太阳风注
入形成的水、富含水的小天体撞击加入的水
和月球内部去气作用产生的水。刘洋说，太阳
风注入会导致月表水含量和氢同位素的变
化，但目前对月表太阳风成因水的具体形成
和赋存机制认识仍不足。而对月壤样品开展
太阳风注入的研究工作，就有可能揭示这一
机制。

而陨石撞击残留物通常具有与原始月球
岩石不同的地球化学特征，尤其是强亲铁元
素组成存在明显区别。“因此，我们将首先对
月壤颗粒进行初步筛选，然后进行微区强亲
铁元素分析，来推测可能的撞击体来源。”刘
洋说。

刘洋表示，月球表层相对于其他类地行
星能保存更完整的撞击事件证据，识别撞击
体的母体可为太阳系动力学模型提供地球化
学和年代学约束，但由于以往月表采样点的
局限性，缺乏较年轻的地质记录，限制了对太
阳系小天体迁移历史的理解。

嫦娥五号着陆区位于月球正面一处名为
风暴洋的暗色熔岩平原北部。风暴洋是月球最
大的月海，因其处于月表化学异常的KREEP
地体内而受到科学界的关注。采样点附近的吕
姆克山是一座相对年轻的火山，地处月球上一
块规模较大的晚期玄武岩区域内。因此，利用
此次嫦娥五号获取的月球返回样品，在月球火
山活动和演化历史等方面取得原创性的科学
成果，将为我们进一步了解月球地质演化提供
重要参考。 （据《科技日报》)

500毫克月球“土特产” 被用来干了这三件大事
●陆成宽

我国首颗X射线天文卫星精准捕捉到宇宙中众多精彩瞬间和神秘现象

张 开 “ 慧 眼 ” 看 宇 宙
●吴月辉

“慧眼”在轨运行示意图。 中国科学院供图

谣言随热点升温
是时候让它们“凉凉”了

●陈 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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