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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前后，好莱坞科幻大片《降临》在国内热映，讲述了一个人类尝试破解外星

语言之谜的故事。
从2013年上映的《地心引力》开始，《星际穿越》《火星救援》《星球大战7》《降

临》……几乎每年都有一部与宇宙探索相关的经典科幻电影问世。人类对这一题材
的钟爱可以上溯到1902年推出的史上第一部科幻片《月球旅行记》。

随着航天事业的发展，前者已经从银幕照进现实。人类早已在月球表面留下脚
印，并向其他星球发起了冲锋，中国也在加快太空探索的步伐：我国计划于今年下半
年发射“嫦娥五号”月球探测器、2020年发射首颗火星探测器、未来还将进行一次小
行星探测，规划一次木星探测……

搜寻地外文明

二十年内见分晓二十年内见分晓？？
仰望星空

“我们是孤独的吗？”

从开始仰望星空那时起，人类对这个问题的
思考和探索就从未停止过。尽管近半个世纪以
来搜寻地外文明的努力没有获得半点回音，但科
学家们越来越相信，他们或许在今后一二十年内
就能找到答案。

“我们处在一个比较特殊的时代，随着下
一代巨型望远镜的问世，近一二十年内可能有
比较激动人心的发现。”清华大学天体物理研
究所所长、国家天文台星系和宇宙学部主任毛
淑德说。

主流的科学观点认为宇宙中很可能存在外

星智慧生命，主要理由有三：第一，太阳是宇宙中
一颗普通的恒星，与其类似的恒星仅在银河系中
就有成百上千万颗，这还不算数百亿个其他星
系；第二，太阳有自己的行星系统，其他恒星也有
自己的行星系统，与地球环境类似的行星应该大
量存在；第三，地球上没有宇宙中不存在的特殊
物质（元素），地球上能形成智慧生命，与地球类
似的其他行星也完全有这种可能性。

“我觉得，宇宙中应该存在很多生命，其中很
可能包含智慧生命。”毛淑德说，“但作为科学家，
我们必须找到证据。”

寻找类地行星

如果有外星生命，他们能住在哪里？

拥有充足的阳光、温暖的水域以及能起到保
护作用的大气层——在茫茫宇宙中找到一颗类
似地球的行星，是寻找外星人最常见的思路。

“现在，我们找的是像我们自己这样的生命
形式，至少，我们知道，这样的生命需要什么条
件，比如水的存在就很重要。所以，科学家一般
都在类似太阳的恒星周围寻找行星，并提出了

‘宜居带’的概念。”毛淑德说。
所谓“宜居带”，是指行星处在适合生命生存

的地带。在这种情况下，行星与恒星的距离非常
合适，使得行星表面具备存在液态水的可能性。

最近十多年来，全球的科学家通过各种方
法，已经确认了3000多颗系外行星。2016年，中
国科学家也通过南极大视场巡天望远镜阵列，首
次批量发现了58个系外行星候选体。这些发现
进一步证实：地球并不特殊，潜在的类地行星可
能多如牛毛。

不过，在这些系外行星中，只有数十颗和地球
比较接近。“天文学家首先要把最可能的样本挑出
来，然后才能进行下一步分析研究，甚至和对方展
开通讯联系，这都是以后要想的事情。”毛淑德说。

接下来，如果要研究系外行星的大气成分，
望远镜须具备很高的对比度。地球的光度是太
阳的一亿分之一到一百亿分之一，而现在望远镜
的对比度仅能达到一万分之一到十万分之一。

“有些科学问题，现在最大的望远镜已经无法突
破了。”毛淑德说。他指出，下一代巨型望远镜将
有助于解决这些难题，比如分析系外行星的光谱
等，使得寻找和辨别生命存在的迹象成为可能。

生命迹象是指生命存在可能表现出来的一
些元素，比如氧分子、臭氧分子等。“如果没有生
命的话，这些元素存在的时间和宇宙137亿年的
历史相比，实在如昙花一现。氧气就很容易和其
他元素产生反应，火星之所以呈现红色正是氧化
的结果。”毛淑德说，“如果通过分析系外行星的
光谱，发现它的大气层中存在很多这样的元素，
很可能是由生命造成的。”

天文学家不仅期待下一代望远镜为观测插
上新的翅膀，同时也在孜孜以求另一项重要技术
——自适应光学技术取得更大突破。两相结合
——配备了自适应光学系统的下一代地基望远
镜，包括国际三十米望远镜、美国的巨型麦哲伦
望远镜以及欧洲的甚大望远镜等，将在未来的天
文观测中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

在此之前，由于大气扰动的影响，无论望远
镜的口径如何增大，观测的天体并不因此而变得
更加清晰。自适应光学技术通过每时每刻修正
大气扰动所造成的图像畸变，使星像还原，解决
了这一困扰天文学领域三百多年的难题。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研究员冯麓指出，
相较太空望远镜，地基望远镜后端可接驳的仪器
更丰富、口径更大、看得更深，可用于观测的时间
也更多。自适应光学技术使地基望远镜的分辨
率接近甚至超过太空望远镜的水平，很多以前在
地面难以实现的观测内容将得以开展，比如对系
外行星候选目标进行跟踪观测等。

自适应光学技术正主导着地基天文学的革
命，而下一代太空望远镜也将取得革命性的突
破。美国宇航局将于2017年发射的系外行星勘
测卫星（TESS）便是其中之一。

TESS的前辈开普勒太空望远镜于2009年发
射升空，是世界上首个专门用于搜寻系外行星的
航天器，有“行星神探”之称。迄今为止，开普勒
一共确认了2300多颗系外行星，超过人类发现的
系外行星总数的60%。

不同的是，TESS是一个全天的巡天望远镜，
而开普勒始终盯着天鹅座附近的一小块天区持
续观测。“更重要的是，TESS能在亮星边上寻找
系外行星。最终确定是不是系外行星，以及继续
分析行星的物理性质，都更容易做到。开普勒找
到的很多行星都在暗星边上，很难开展后续研
究。”毛淑德说。

“TESS从完全不同的维度上进行观测，找到的
数目不一定更多，但在质量上会有一个突变。”他说。

“监听”宇宙信号

外星人对地球人，会怎样“打招呼”？
除了主动搜寻类地行星，科学家还通过

射电望远镜来“监听”宇宙信号，因为外星文
明在演化过程中很可能会产生并向宇宙释放
无线电波。

最早开始“监听”宇宙的是美国的天体物
理学家弗兰克·德雷克。1960年，他使用位于
西弗吉尼亚的绿岸射电望远镜，启动了一项名
为“奥兹玛”的计划，搜寻来自邻近太阳系的生
物标志信号。虽然“奥兹玛”计划最终一无所
获，但却催生了数十个搜寻地外文明的计划。

不过，对充满背景噪音的宇宙进行“监
听”，工作量实在大得惊人。美国加州大学伯
克利分校空间科学实验室于 1999 年发起了
SETI@home项目，旨在利用全球联网的计算
机共同搜寻地外文明，志愿者可以通过运行
一个免费程序下载并分析从射电望远镜传来
的数据。搜寻的目标是那些不能归类为“噪
音”的信号变化。

据项目联合创始人及首席科学家丹·沃
西默介绍，观测数据来自位于波多黎各的阿
雷西博望远镜以及位于美国西弗吉尼亚州的
绿岸望远镜。

“我们发现了大约100个可疑又无法理解
的非常短暂的射电爆发，短到只有百万分之
一秒那么长。”沃西默在回复给记者的电子邮
件中说，不过，还无法排除这些信号是来自地
球无线电通信的干扰。

迄今为止，能够证实地外文明的“智慧信
号”仍然没有现身。“人类进行无线电广播不
过只有 100 多年的历史，发射激光也才大约
60年。”沃西默说，“游戏才刚刚开始，我们只
是初级玩家。”

“好消息是，地球人的本领在不断增强。
比如，计算机的运算速度越来越快，FAST望
远镜就非常强大。”他说。

2016 年9 月25 日，位于贵州黔南州平塘
县克度镇的“500 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正式启用。它的接收面积相当于 30
个足球场，拥有6670根主索和4450块反射面
板，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射电望远镜。

在FAST的众多用途中，最令媒体和大众
感兴趣的仍是寻找外星人。“FAST 找外星人
信号的优势在于它更灵敏，能看得更远，看得
更多。”中科院国家天文台FAST项目副总工
程师李菂说。

据李菂介绍，与俄罗斯富豪米尔纳和英
国物理学家霍金启动的搜索外星智慧生命的

“突破聆听”计划中的几台望远镜相比，FAST
能接收到微弱10倍的信号。

沃西默想借助FAST来推进SETI@home
项目。“我们希望与中国合作，在望远镜巡天
观测脉冲星、射电爆发以及绘制银河地图的
同时，也可以搜寻地外文明的信号。”李菂则
表示，对方的经验和先进技术可帮助中方提
高望远镜的科学能力和工作条件。“与他们合
作，无论是找外星人还是做其他科学研究，都
能让我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事实上，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科学家已
借助射电望远镜探测到一些有趣的信号。
1977年8月15日，在美国俄亥俄州，一部名为

“巨耳”的射电望远镜在对人马座进行观测时
发现了一个有规律的信号。这个信号持续了
72秒，研究人员随手在打印信号的记录上写
下了一个“Wow！”，这个信号也因此得名。不
过，从那以后，这个信号就再未出现过。

“现在，人们是发现了一些可疑信号，但
是没有办法确认，因为这些信号没有重复。”
李菂说。

天文学家有时也会被“迷惑”，将天体事
件的规律信号当成智慧生物的通信行为。

“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发现外星人，
可能要 1000 年，也可能在我们有生之年，当
然，也可能就在今年 FAST 开始巡天观测以
后。”沃西默说。

旷日持久的辩论

要是外星人来了，会不会“称霸地球”？
以地球为蓝本搜寻类地行星和无线电波

进而寻找外星生命的方法，多年来也引发了
不少质疑。仅仅在地球上，陆地和海洋就孕
育出完全不同的物种，不同的星球环境及其
演化过程也可能产生完全不同的生命形态。

“其他星球上的智慧生命可能不是碳基
生物，而是与地球生命完全不同的类型。”北
京天文馆副馆长景海荣说。

科幻作家、凭借《三体》获得雨果奖的刘
慈欣也忍不住怀疑：是不是寻找方法出现了
问题？“真正先进的文明进行通信时不一定是
用电磁波，很可能使用其他更为高级的通信
形式，比如引力波等。”

“我觉得，各种方法都要试一试，谁知道
他们什么样、怎么想的呢？”毛淑德指出，当研
究生命这样的本源问题时，如果只有地球一
个样本，很容易钻牛角尖；找到更多样本，看
问题才能更全面，有关生命的谜题才更容易
解开。

“如果真的发现了外星生命，我们得问一
问：它在宇宙中是怎么扩散的？是均匀的，还
是成团的？”毛淑德说。

然而，要不要和外星人联系，最近十年逐
渐成为一个有争议的话题。霍金就曾警
告人类应当想尽一切办法避免与这些
外星生命接触，如果他们来拜访人
类，其结果可能会像哥伦布踏足
美洲大陆一样，对当地土著造成
不利。而《三体》则提出了“黑暗
森林”理论——宇宙中的每个文
明都是带枪的猎
人，谁先亮起火
光，谁就会被
消灭。

科幻作家韩
松则认为，人类在演化
中，充满了对联系的兴趣，互

联网得以问世就是一个证据。“渴望联系是生
物的本能。”

韩松同时指出，寻找并联系外星人的动
因，同时还有好奇心的驱使和功利性的需
求。“与外星人联系，特别是与那些具有更先
进文明的外星人联系，或许会带来文明的跃
进。有些国家如果先联系上外星人，就可能
利用其称霸地球，称霸太空。”

然而，不论理论如何，科学家一直未曾放
弃过搜索外星文明的努力。

“有人担心，他们会来争夺资源，如果他
们真的具有高得多的智慧，为什么不能改造
一个地球呢？消灭我们，犹如消灭蚂蚁一样，
对他们来说有什么意义呢？”毛淑德说。

不过，刘慈欣认为，如果外星人真有比我
们高得多的文明，也可能造成两者之间完全
无法理解和沟通。“对于很高等的文明，像生
存啊、利益啊这些地球文明最基本的概念可
能根本不存在。你说两者之间怎么交谈？”刘
慈欣说。

对于能不能找到外星人，毛淑德认为，不
要一下子就说不可能。“科学家认为不可能、
最后却实现的事情太多了，至少要保持开放

的心态。”
“如果找到了，这无疑会成为人类历

史 上 最 重 要
的科学发

现 ；如
果 找 不

到，也说明生

命 的 形 成 是
极为偶然的，
我们要好好
珍视自己、尊

重生命。不论结果如何，都非常
重要，所以，不管怎样，我们都要

去做这件事，也希望这里面有
中国人的贡献和声音。”毛

淑德说。
（摘自《新华

每日电讯》）

继汽车驾驶、语音识别、下棋、打牌之
后，或许又有一个人类智慧领域要被人工
智能攻陷了。美国硅谷一家公司让人工智
能程序全程负责股票交易，据称收益已超
越公司设定的内部指标。

据彭博社报道，这家名为“感知力”技
术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巴巴克·霍查特认为，
人类进行股票交易时太容易受到情绪影
响，“人类有偏见，会感情用事”。因此，他
在大约10年前参与创建“感知力”技术公
司，致力于训练人工智能系统学习海量数
据，预测市场走势，从事股票投资。

与其他一些运用人工智能的投资公司
不同，“感知力”技术公司把整个投资决策
过程全部交给了机器。公司交易部门只有
两名员工负责监控机器，以确保出现不可
控情形时可通过关机终止交易。美国还有
一些技术和投资公司也投入了大量资金用
于人工智能研发，但这些公司的人工智能
软件仅给出投资建议，没有最终决策权。

据报道，“感知力”公司的人工智能投
资系统可以通过经验学习实现“自主进
化”。公司在全球拥有数千台同时运行的
机器，其独特算法创造了数万亿被称为“基
因”的虚拟交易者。系统利用历史数据模
拟交易，目前可在几分钟内模拟1800天的
交易量，经过测试，不好的“基因”被剔除，
好的“基因”被保留。

通过考验的好“基因”被用于真正的交易。
公司员工只需设定好时间、回报率、风险指数等
交易指标，剩下的一切都交由机器负责。

公司首席投资官杰夫·霍尔曼透露，目前
机器在没有人为干预情况下掌握着大量股
票，每天完成数以百计的交易，持仓期限为数
日到几周。公司说机器的表现已超越他们设
定的内部指标，但没有透露指标的具体内容。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持续进步，人工智
能投资成为被学术界和资本看好的领域。
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教授克里斯蒂亚尼尼
说，股票投资是十大最有可能被人工智能改
变的行业之一。

另一方面，也不是所有的投资商都信
任机器，英国对冲基金曼氏金融首席科学
家莱德福警告说，不应过度信任人工智能
投资，该领域还远没有成熟。虽然有各种
各样具有迷惑性的承诺，很多投资人的钱
却有去无回。（摘自《新华每日电讯》）

超级机器人抢饭碗：
全程代替人工“炒股”

英国一家名为“改革”的智库6日发布一
份报告，预测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机器
人未来将有可能取代英国公共部门近25万
个岗位，从而节省运营成本并提高工作效率。

这份报告主要探讨了英国在行政机
关、医疗、教育、公共安全等公共部门的劳
动力设置，并给出相关建议，其中一条就是
用新技术来提升效率和工作质量。

报告说，未来利用智能机器人等技术
将能高效完成英国政府行政部门中大量日
常工作，到 2030 年，这类技术可能会取代
政府中多达13万名行政人员，由此每年可
节省约26亿英镑（约合222亿元人民币）。

报告预计，在英国的各级医疗系统中，
这类新技术的应用会逐步取代约11.4万个
各类行政和前台接待工作职位，每年节省约
17亿英镑（约合145亿元人民币）。报告还认
为，护士和医生也有可能受影响，目前电脑程
序在部分疾病的诊断上已经实现了不小突
破，而手术机器人也在不断扩大应用范围。

（摘自《新华每日电讯》）

英国25万公职
或被机器人取代

随着自动化技术发展，越来越多人工
操作将由机器完成，其中涉及不少收入相
当不错的白领职业。那么，哪些白领工作
更容易被机器人取代？哪些属于“铁饭
碗”？英国牛津大学研究自动化与就业的
专家卡尔·弗赖给出答案。

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5日援引弗赖
的话报道：“今后几十年，虽然低技能工作
受自动化威胁最大，但相当多中等收入工
作同样面临风险。”

按照弗赖分析，今后10年到20年，被
机器人取代风险达98%的英国白领职业包
括保险业务受理员、贷款业务员、汽车保险
评估员和信用分析师。

风险达到80%的中等收入职业包括会
计、审计师、技术文章作者、火车驾驶员。
风险在30%至55%之间的职业包括侦探、法
官、经济学家、历史学家、计算机程序员、商
业飞机驾驶员和私人财务顾问。

医疗保健领域工作最难被自动化取代。
医生、疗养师、营养学专家、心理咨询师等23
个白领职业被取代的风险最多为 1%。

（摘自《新华每日电讯》）

机器人会抢哪些饭碗
哪些职业属于“铁饭碗”

相关 报道

美国宇航局可用于搜寻外星生命迹象的一系列航天计划。

FAST工程（2016年9月24日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