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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熊有什么影响？
欧洲刚刚度过有史以来气温最高的一个冬天，

2019 年 12 月和 2020 年 1 月，美国的平均气温也高于

常年。所以，在世界各地许多国家，熊都提前从冬眠

中苏醒。

莱特说，这一情况可能让熊面临食品短缺的问

题。“醒来后，熊开始觅食，结果发现，根本找不到

多少可吃的，许多植物还没开始生长、小动物还没

出现。”

结束冬眠后，熊需要尽快大量“进补”，因为“生

育季”即将到来。莱特说，可能会有好多熊宝宝生

下来不久就挨饿，因为父母不够强壮，也找不到充

足、有益宝宝成长的食品。

对人有什么影响？
另一方面，这对人来说可能也不是好消息，因

为这可能增加熊和人之间的互动。“通常，熊更喜欢

在自己的小天地里活动，并不愿意和人打交道。”但

是，饥饿必然会迫使熊到更远、更新的地方去觅食，

这就意味着，可能离人越来越近。

“熊会到人存放食品的地方去，目的很明确：找到

吃的！”

莱特说，类似的事只有会发生在熊“极度绝望”

的时候——可能是因为自己饿极了，也可能是因为

必须给宝宝找到吃的。

2019年，俄罗斯有一个地区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原因

是几十只北极熊闯入居民区寻找食物，并且攻击人类。

正常年景，带宝宝的熊妈妈通常要到四月底之

后才会“出洞”。莱特建议，如果碰到熊，应该尽量躲

开，立刻联络有关部门。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部门还建议，出行野外要随

身携带防熊喷雾，遇到熊后保持镇静。

据外媒报道，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趋势之下，从

俄罗斯、加拿大到美国，都已经提前上演“熊出没”。

通常年份，这个时间熊还都在冬眠期里呼呼大睡。

英国野生动物专家莱特说，这对人、对熊都不

是好消息。 □ 据新华社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阿巴斯·穆萨维13日否认伊朗

关联伊拉克塔季军事基地遇袭事件，警告美国方面不

要作出“危险举动”。

美国军方12日凌晨对什叶派武装组织“真主旅”在

伊拉克境内的目标发动空袭，击中5处军事设施，声称

是为报复塔季军事基地遇袭致美英士兵伤亡。伊拉克

一个宗教场所的管理人员说，空袭击中南部城市卡尔

巴拉一座在建民用机场，导致一名建筑工人丧生。

伊拉克军方 13 日确认共有 6 人在美军空袭中丧

生，指认空袭“侵犯伊拉克主权”。

穆萨维在美军空袭数小时后发表声明，敦促美国

总统唐纳德·特朗普重新评估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存在

和所作所为，而不是作出“危险举动”和“毫无根据的

指责”。

穆萨维说，美方应在伊拉克的非法军事存在承受

后果，不应怪他人。

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以北的塔季军事基地11日晚遭

火箭弹袭击，2名美国士兵和1名英国士兵死亡，14人受

伤。美方认定受伊朗支持的“真主旅”为袭击制造者。

按法新社说法，塔季空军基地遇袭是去年10月下

旬以来美国驻伊拉克军事设施遭受的第22起袭击。

美方不止一次指认伊朗关联类似袭击。2019 年

12 月 27 日，伊拉克北部基尔库克附近一座军事基地

遭火箭弹袭击，一名美军承包商身亡。美方指认“真

主旅”发动袭击并采取军事打击作为回应，触发针对

美国驻巴格达大使馆的抗议活动。

美国国防部长马克·埃斯珀先前警告，就塔季军

事基地遇袭事件，“所有选项都在讨论中”。他说，特

朗普已经授权他采取任何他认为必要的行动；美国不

会容忍针对美国及其盟友的攻击，“我们将采取一切

必要行动保护我们在伊拉克和这一地区的部队。”

英国外交大臣多米尼克·拉布 13 日说，美方在伊

拉克境内发动的空袭是对驻伊拉克联军部队遇袭事

件“迅速、坚决且恰当”的回应。

拉布说：“我们将继续和我们的伙伴一道，确保那

些作出这些恶劣行径的人承担责任。” □ 据新华社

伊朗否认与美基地遇袭事件相关
警告美勿作“危险举动”

太阳系中的类地行星
高爽提到，在太阳系中，类地行星按照与

太阳从近到远的距离排列，依次是水星、金

星、地球和火星。

“类地行星的大小尺寸都很接近，内部结

构也很类似。”高爽解释，最里面有一个铁的核

心，中间一层是地幔，外面一层很薄的是地壳，

也很坚固，“看起来有点像一个苹果，有苹果

核、苹果肉和苹果皮三个组成部分。”

当然，火星和地球还是有着比较大的区

别。高爽介绍，火星上不光空气稀薄得多，也

缺少水，“火星比地球小一半左右，距离也很

近。每两年时间，会有一次火星和地球最近

的时刻。这也是发射火星探测器的好机会，

我们叫‘发射窗口’。”

“理论上讲，金星的尺寸更接近地球，也

有浓密的大气层。但问题就出在它的大气层

太过于浓密，像盖着一层厚厚的棉被，让金星

成为太阳系里温度最高的行星。”高爽说，而

且金星上的气压极大，到处都是火山爆发的

景象，环境十分恶劣。

火星因何成为太空探索关注焦点？
虽然都是类地行星，但在太空探索中，火

星总是能吸引人们更多关注。

究其原因，高爽说，首先，空气稀薄、一直

晴朗的火星，比较容易被人类派出去的探测

器“亲密接触”；另外，火星围绕太阳的运动轨

道，和火星自转的平面之间有一个夹角，地球

也有这个夹角。

而且，二者这个夹角的大小非常接近。

所以火星的温度也和地球一样，可以有一年

四季的循环变化。高爽提到，更巧合的是，火

星自转一圈的时间非常接近地球的自转时间

24小时。

“也就是说，火星上一天的长度和地球非

常接近。这样说起来，在火星上开展工作，就

非常接近在地球空气稀薄的戈壁滩的工作环

境。当然火星的环境要严峻得多。”高爽总结。

其实，火星之所以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还和历史上一个小误会有关。高爽讲了一个

故事：当年意大利天文学家夏帕雷利用望远

镜观测火星，发现火星表面有很多沟沟坎坎，

纵横交错，他说这是火星的“canali”。这是意

大利语“沟渠、河道”的意思。

“但后来翻译时，有人把它错误翻译为

canal，这个词是运河，暗含着人为开凿的意

思。这个误会传播开后，大家误以为真，掀起

了对‘火星人’的好奇。”综合上述种种原因，

高爽觉得，火星一直是人类进行太空探索的

重要目标。

火星上会存在生命吗？
实际上，有关火星上是否存在生命的相

关话题，也一直居高不下。

“目前比较确定的结果是，火星上曾经富

含水，而且空气也比现在要浓厚得多。”高爽

说，科学家们推断，那里在几十亿年前是一个

适合生命存在环境。

“现在火星上看不到地球上常见的动植

物，也看不见特别丰富的水流、风霜的冲刷、

腐蚀的痕迹。”高爽说，火星上一些痕迹很像

河流或者湖泊的样子，徒有其表，那是几十亿

年之前曾经存在过的水源，现在已经干涸了。

而且，有适合生命存在的环境并不等于

“有生命”，这是两码事。高爽说，“我们只能

猜测，一种可能是火星曾经有生命，随着环境

变化，完全消失了；第二种可能是，即使有合

适的环境也没有诞生过生命。”

“这两种可能，背后是两种对生命的认

知。前一种相信生命是普遍的道理，生命的

产生和发展是必然的结果。后一种认为生命

是偶然的事件，是可遇不可求的珍贵恩典。”

高爽表示，“我个人相信前一种。”

移民到火星是否靠谱
由于火星和地球的众多相似性，总会有

人提出这样的问题：移民到火星，有可能吗？

高爽的答案是否定的。

“最直接的原因，目前看火星的环境，要比

地球环境恶劣太多了。与火星环境比起来，地

球简直是‘天堂’。”他举了一个例子，“地球表面

大约70%的面积被深深的海洋覆盖。”

这些海洋成为一个巨大的稳定温度和控制

湿度的“调节器”，而且孕育了大量的海洋生

物。高爽说，这些因素火星永远也不会具备。

“目前来看，即使移民火星，也只可能在

小范围内建造实验室，实现室内的局部气候

调节，而门外就是沙尘暴、缺氧、低温、无限干

燥的荒漠。”高爽说。

不过，高爽介绍，“对待火星，也可以采

取这样的态度。在发展自身的同时，瞄准火

星，先建立先头基地、形成小环境……也许有

一天，移民过去就水到渠成了。”

日前，“18亿像素火星全景照片”登上热搜。上述照片

显示的地形地貌也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甚至有人开始讨

论“移民”火星的相关话题。天文学博士、科普作家高爽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则表示，火星是一颗类地行星，也一直是人

类进行太空探索的重要目标。 □ 据中新社

小黑熊吃水果

18亿像素火星全景照片引热议
移民火星未来能否实现？

“熊出没”提前上演？
专家：气候变暖使其早苏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