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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万个为什么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日本

研究人员指出，数万颗巨大的岩

石行星可能环绕超大质量黑洞运

行，其方式类似于地球环绕太阳

运行。

之前行星形成理论认为，岩

石行星形成于环绕年轻恒星物质

盘上的蓬松尘埃碎片。

但年轻恒星并非唯一存在

灰尘盘的天体，超大质量黑洞周

围也存在着灰尘盘，研究人员聚

焦观察超大质量黑洞周围的物质

盘，并得出结论称，行星可能是由

黑洞物质盘上的蓬松尘埃形成

的。

日本鹿儿岛大学专家指出，通

过研究黑洞周围的尘埃环，该研

究可能开辟一个新的天文学研究

领域。超大质量黑洞，例如：银河

系中心的人马座A*很可能是宇宙

早期由一颗超大质量恒星爆炸形

成的。

一些超大质量黑洞周围有大

量物质，它们以厚密的圆盘形式

存在，其中一个圆盘包含的尘埃

质量是太阳的10万倍以上，或者

是年轻恒星周围圆盘尘埃质量的

10亿倍。

研究小组负责人Keiichi Wada
教授说：“黑洞周围的尘埃盘密

度非常大，以至于中

心区域的强烈辐射被

阻挡，形成了低温区

域。研究人员将行星是

如何环绕一颗普通恒

星形成的理论应用到

黑洞周围巨大的尘埃

盘上，发现行星可能是

在几亿年前的低温地

带形成的。”

日本国家天文台

Eiichiro Kokubo教授说：“模拟计

算显示，在距离黑洞约10光年的

区域可能形成数万颗质量是地球

10倍的行星，在黑洞周围可能存

在更多数量的行星系统。”

目前，这项最新研究发表在

近期出版的《天体物理学杂志》

上。

数万颗巨行星在黑洞周围运行

多位科学家在英国《自然》

杂志上发表评论文章指出，地

球系统陡然发生的不可逆变

化，标志着地球的一种“紧急状

态”。科学家援引证据表明，西

南极冰原和亚马孙雨林缩减等

临界点出现的可能性，或许比

我们之前预期的更大。他们探

讨了不同临界点之间互相作用

可能产生级联效应，“潜在地将

世界置于长期不可逆的变化之

中”。

20年前，政府间气候变化

专门委员会认为，只有当全球

气温上升超过5℃，才有可能达

到临界点。但是，其最新报告指

出，当升温超过1—2℃时，便有

可能突破某些临界点。一些冰

原正在加速融化，如果全球平

均气温上升2℃，预计99%的热

带珊瑚将消失。

另外有研究表明，突破一

个系统的临界点可能会增加突

破其他系统临界点的风险。包

括英国埃克塞特大学全球系统

研究所科学家蒂姆·伦顿在内

的学者表示，目前已经开始观

察到这种临界点相互作用的例

子了，这可能预示着达到全球

临界点的可能性。

“如果破坏性的临界点级

联事件发生，而且全球临界点不

可排除，那么这就是一个切实

存在的对文明的威胁。任何经

济成本—效益分析都帮不了我

们。”研究人员在论文中指出。

“地球的稳定性和恢复

力正处于危险之中。”他们总结

说，“国际社会必须行动起来积

极应对，而不仅仅是口头上说

说而已。”

（来源：科技日报）

科学家：
地球稳定性处于危险之中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

先要知道，坠落的受伤来自于

速度的净值，而不依赖于身体

尺寸和坠落高度的比例。等比

例地放大速度，或者是放大坠

落的高度是不合理的。

其次昆虫实际上比我们

想象的坚固得多。我们知道，物

质的密度是近似恒定的，那么

昆虫的质量就与它自身尺寸

的3次方成反比。而重力都会

作用到材料的横截面上去，横

截面是反比于尺寸的2次方

的。也就是说，假设把人类缩

小一百倍，实际上人类身体的

坚固程度要扩大100倍。这也

恰恰是限制地球上物种尺寸

的因素。

另外一个因素是空气阻

力，在低速区域时，空气阻力

近似正比于迎风面面积也就

是正比于尺度的2次方，而重

量正比于尺度的3次方。所以

对于尺度为人类一百分之一的

昆虫来说，空气阻力对它们的

效果很强，它们的坠落效果等

价于把人类在一百倍空气阻

力中坠落的效果。

对于大部分昆虫，还有一

种因素，它们大部分都有很强

的身体强度。它们的身体结

构和材质实际上是相当抗揍

的。这是次要的原因。

因此，在这三个因素的共

同作用下，坠落对昆虫来说威

胁不大。

为什么昆虫从高处落下摔不死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