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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剑桥大学领导的国际团队日前宣布，在距离地

球约 124 光年的太阳系外行星 K2-18b 大气层中，发现

了迄今太阳系外可能存在生命活动的“最有力证据”。

太阳系外是否有生命存在，激发着人类对宇宙探

索的无尽好奇。因此，这一发现随即成为科学界重磅

新闻，引发全球广泛关注。不过，新研究也引发质疑。

不少科学家认为，这项研究并非生命存在的证据，距离

我们找到宇宙中的其他生命依旧十分遥远。但无论是

否被证实，最新发现都凸显了研究类似 K2-18b 行星

的重要性。

信号强劲的“化学指纹”
K2-18b 行星位于狮子座，质量约为地球的 8.6 倍，

体积约为地球的 2.6 倍。剑桥大学领导的研究团队利

用詹姆斯·韦布空间望远镜上的仪器，对该行星大气层

进行分析。

刊发在美国《天体物理学杂志通讯》上的研究论文介

绍，该行星大气层中存在二甲基硫醚（DMS）和二甲基二

硫醚（DMDS）的“化学指纹”。在地球上，这两种硫化物

只能通过生命活动产生，主要来源于海洋浮游植物等。

该研究团队曾在 2023 年报告了类似的发现。在

后续工作中，他们使用不同的波长进行搜索，发现了更

强、更清晰的信号，证明了相关分子的存在。

“我们正在见证系外行星科学领域的一次重大范

式转变。”团队负责人、剑桥大学天文学家尼库·马杜苏

丹在一场直播研讨会上说。

研究人员指出，尽管 K2-18b大气层中这些分子有

可能来自未知的化学过程，但最新结果是迄今太阳系外

行星可能存在生命的最有力证据，这一发现有望推动人

类对地球之外其他生命存在的探索进入新阶段。

何以引发关注
几个世纪以来，科学家们一直在寻找地外生命。

英国《自 然》杂 志 网 站 发 表 的 评 论 文 章 指 出 ，如 果

二 甲基硫醚和二甲基二硫醚确实存在于 K2-18b 大

气层中，并且是通过生命活动产生的，那么这一发现

将是突破性的。

在迄今宇宙中已发现的 5800 多颗太阳系外行星

中，K2-18b 属于最常见的类型之一，但人们对其构成

知之甚少。最新研究标志着人类朝着理解该类型行星

迈出了重要一步。

研究人员指出，这是首次在一颗处于宜居带的系

外行星大气层中发现碳基分子。这些结果与对“氢海

行星”的预测相符：即在其富含氢气的大气层之下，是

一个被海洋覆盖的宜居世界。

包括马杜苏丹团队在内的一些研究人员表示，这

类行星中的一些可能是隐藏在富含氢气的大气层下的

“奇异水世界”。如果真是这样，它们或许是寻找外星

生命的最佳地点之一。

为何引发质疑
首先，K2-18b 上是否存在水——或者是否存在适

宜生命生存的地表——仍存在疑问。一些针对该行星

及类似行星的建模分析显示，这一行星并不宜居。美

国《科学》杂志网站文章指出，K2-18b 一般被认为不太

可能存在外星生命，它更接近于像海王星这样的气态

巨行星，而不是像地球这样的岩石行星。

其次，K2-18b 大气层是否真的存在二甲基硫醚和

二甲基二硫醚，所获取的信号是不是伪信号，均不确

定。剑桥大学研究人员表示，观测结果证明这些信号

由偶然事件引起的概率仅为 0.3%。

然而，一些研究人员对此持不同观点。美国约翰

斯·霍普金斯大学天文学家斯蒂芬·施密特近期重新分

析剑桥大学团队 2023 年的研究，但没有发现存在生物

标志分子的证据。施密特表示，新的观测数据“存在较

大噪声干扰，所有已报告的特征可能只是统计波动”。

第三，即使该信号确实存在，那么在将其归为生命

之前，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例如，实验室研究显

示，二甲基硫醚可以通过非生物过程（即不涉及生命的

过程）产生。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化学家埃

利诺·布朗指出，“我们对这些大气层的化学性质知之

甚少”。其他研究人员也报告称，欧洲航天局探测到一

颗彗星上存在二甲基硫醚。

“行星环境才是关键。”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里弗

赛德分校天体生物学家爱德华·施维特曼认为，如果这

些分子真的存在于行星大气层中，在将其视作生命存

在的证据前，“必须集思广益，寻找新方法，通过非生物

手段大量制造这些分子，并评估这些可能性”。

接下来怎么做
面对质疑，领导这一研究的马杜苏丹对最新发现

持谨慎乐观态度，并表示在宣称发现外星生命之前，获

取更多数据至关重要。“我们必须对自己的研究结果保

持高度怀疑，因为只有通过反复测试，我们才能对结果

充满信心。”

剑桥大学研究人员表示，希望后续利用詹姆斯·韦

布空间望远镜进行 16 至 24 小时的观测，或许能帮助确

认这一结果。施维特曼指出，还需要看到“来自多个独

立研究团队的验证结果”。

但正如《自然》文章指出，无论最新研究是否得到

证实，都凸显了研究 K2-18b 等行星的重要性。德国

马克斯·普朗克天文学研究所天文学家劳拉·克雷德伯

格指出，这一研究“真正挖掘了韦布空间望远镜的能力

极限”。

“科学研究就是寻找证据，然后不断积累证据的过

程。这些结论最终可能都被排除，也可能开启一段激

动人心的旅程。但无论如何，探索本身就充满意义。”

英国牛津大学教授蒂姆·库尔森对新华社记者说。

 （新华社伦敦 4 月 22 日电）

“最有力证据”能否证明系外生命存在
新华社记者 郭 爽

4 月 23 日，参观者在奔驰汽车全球首秀纯电
长轴距 CLA 汽车旁驻足观看。

当日，以“拥抱创新 共赢未来”为主题的第
二十一届上海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在国家会展中
心（上海）拉开帷幕。2025 上海车展共邀请来自
26 个国家和地区的近 1000 家中外知名企业参
展，展出总面积超过 36 万平方米，参展国别范围
更广，规模再创新高。  

新华社记者 方喆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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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4 月 23 日电（高敬 李沛原）记者

23 日从生态环境部获悉，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

委等部门联合印发《中国履行〈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

的蒙特利尔议定书〉国家方案（2025—2030 年）》，全

面加强消耗臭氧层物质和氢氟碳化物管理，协同应对

臭氧层损耗和气候变化。

生态环境部大气环境司有关负责人表示，我国自

1991 年加入《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

书》以来，认真履行各项国际义务，累计淘汰消耗臭氧

层物质（ODS）总量约 62.8 万吨，占发展中国家淘汰

量一半以上，受到国际社会普遍赞誉。2021 年，我国

宣布接受议定书《基加利修正案》，加强氢氟碳化物

（HFCs）等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管控。

此次发布的国家方案，确定的管控物质包括全氯

氟烃、哈龙、四氯化碳、甲基氯仿、含氢溴氟烃、溴氯甲

烷、甲基溴、含氢氯氟烃（HCFCs）和氢氟碳化物共 9

类。其中，前 8 类物质对臭氧层有破坏作用，第 9 类

物质氢氟碳化物对臭氧层无破坏作用，但却是一种人

工合成的强温室气体。

目前，我国已实现 7 类 ODS 受控用途生产和使用

的全面淘汰，正在逐步削减淘汰含氢氯氟烃和氢氟

碳化物。

国家方案明确了履约目标，并从源头管控、过程

控制、末端治理和进出口管理四个方面提出了 11 项

具体任务，例如，在强化管控物质使用管理方面，家电

行业自 2026 年 1 月 1 日起，禁止生产以氢氟碳化物为

制冷剂的电冰箱和冰柜产品。

此外，生态环境部联合商务部、海关总署印发了

修订后的《消耗臭氧层物质进出口管理办法》，进一步

优化消耗臭氧层物质进出口管理，加强跨部门合作，

防范和打击非法贸易，积极履行公约义务。

国家方案发布，全面加强消耗臭氧层物质管理

新华社洛杉矶 4 月 22 日电（记者 谭晶晶）

据美国航天局发布的最新公报，美国“露西”号

探测器于 20 日飞越位于主小行星带的“唐纳德

约翰逊”小行星后，向地球发回该小行星的照片。

公报说，“露西”号于 20 日以大约每小时 4.8

万公里的速度，从距离“唐纳德约翰逊”小行星

表面约 960 公里处飞越。目前已收到的图像是

“露西”号与这颗小行星最近距离“邂逅”前约 40

秒拍摄的。照片显示，该小行星呈细长型，为两

个小球体碰撞形成的相接双星。初步分析显

示，这颗小行星比预估的尺寸更大，长约 8 公

里，最宽处约 3.5 公里。

这颗小行星以古猿化石“露西”的发现者之

一、美国古人类学家唐纳德·约翰逊的名字命

名，形成于约 1.5 亿年前。任务团队表示，该小

行星地质结构极为复杂，蕴含有关太阳系行星

构成要素和碰撞过程的重要信息。他们将用约

一周时间下载“露西”号传回的其他相关数据，

对 这 颗 小 行 星 进 行 分 析 ，以 更 全 面 地 了 解 其

整体状况。

据介绍，这是“露西”号在任务期内近距离

飞越的第二颗小行星，此次飞越旨在为“露西”

号探测木星特洛伊小行星群做好准备。“露西”

号于 2021 年 10 月发射升空，开启为期 12 年的

太空旅程，任务主要目标是首次探测木星特洛

伊小行星群。该小行星群是与木星共用轨道、

一起绕太阳运行的一大群古老小行星，是了解

太阳系演化史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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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华 社 北 京 4 月 22 日 电（记 者 

王立彬）随着氦气勘查实现重大飞跃，

我国“黄金气体”氦气长期依赖进口的

局面已经改变。

4 月 22 日是世界地球日。人类最

先在太阳光谱中发现氦，因此称为“太

阳的元素”。据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

调查局数据，长期以来，我国氦气资源

勘查开发程度极低，而需求量逐年增

长 ，对 外 依 存 一 度 近 乎 100%。 近 年

来，国际政治格局快速变化、第四次工

业革命竞争加剧，我国突破“贫氦”瓶

颈，成为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的

重大成果。

据中国地质调查局公布数据，截

至目前，全国新增氦气探明地质储量

40.7 亿 立 方 米 ，苏 里 格、涪 陵、靖 边、

安岳、东胜和泸州等 6 个气田氦气探

明地质储量均超过 2 亿立方米。

作为一种惰性气体、非金属元素，

大 气 中 的 氦 含 量 仅 为 0.000524% ，

但 却 有 非 凡 的 物 理 化 学 性 质 和 应 用

价 值 。 从 航 空 航 天 、核 反 应 堆 到 半

导 体、量 子 计 算 机 ，氦 气 在 众 多 高 新

技 术 产 业 中 不 可 替 代 ，被 称 为“ 黄 金

气体”。

我国“黄金气体”氦气勘查实现重大飞跃

新 华 社 沈 阳 4 月 22 日 电（记 者 

于力 高爽）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

医院孙英贤教授团队联合赵传胜教授

团队研究发现，高血压患者降压治疗

可降低痴呆发病风险 15%，为高血压

防治及痴呆疾病预防提供了高质量循

证医学证据。研究成果 21 日在国际

医学期刊《自然·医学》上发表。

由于目前针对痴呆尚无有效治疗

措施，因此只能通过控制高血压等危

险因素来预防痴呆发生。此前，高血

压引发痴呆的证据多来源于流行病学

观察性研究，缺乏高质量证据支撑，因

此降压治疗是否可降低痴呆发生风险

一直存在争议。

研究团队将 33995 名高血压患者

纳入降压预防痴呆的整群随机对照研

究 ，干 预 组 采 用 以 130/80mmHg 为

目标的强化降压方案，对照组为常规

治 疗 。 经 过 48 个 月 随 访 ，结 果 显 示

干预组显著优于常规治疗组，全因痴

呆发生风险降低 15%、认知障碍风险

降低 16%。

目前，痴呆已成为继心脑血管病、

癌症之后的又一重大公共卫生挑战。

随着全球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剧，包括

痴呆在内的神经退行性疾病发病率正

不断上升，据世界卫生组织预计，全球

患痴呆的人数将从 2019 年的 5740 万

增至 2050 年的 1.528 亿。

“该研究成果拓展了我们对高血

压治疗及痴呆发生的认识，对全球高

血压及痴呆防控有重要促进作用。”

中国科学院院士顾东风说。

研究发现降压治疗可有效降低痴呆发生风险

新华社维也纳 4 月 23 日电（记者

孟凡宇 于涛）当地时间 23 日 8 时许

（北京时间 14 时许），大熊猫“荷风”和

“兰韵”搭乘飞机抵达奥地利首都维也

纳附近的施韦夏特国际机场。两只大

熊猫将前往维也纳美泉宫动物园，开

启为期十年的新一轮大熊猫保护研究

合作。

据悉，两只大熊猫都出生于 2020

年，“荷风”为雄性，“兰韵”为雌性。两

只大熊猫抵达美泉宫动物园后将接受

隔离检疫，之后将与公众见面。中方

选派的 1 名饲养员和 1 名兽医将在奥

驻留一段时间，陪伴和帮助它们尽快

适应新环境。

为让新一对大熊猫在奥期间生活

得健康、舒适，今年 3 月，中方组织专

家前往奥地利，实地验收奥方升级改

造后的大熊猫场馆，并从生活环境、食

物供给、健康保障等方面进行了技术

指导。

美泉宫动物园是世界上最古老的

动 物 园 之 一 ，建 园 270 余 年 。 2003

年，中奥两国正式开始大熊猫保护研

究合作，在大熊猫保护繁育、疾病救

治、技术交流、人员培训和公众教育等

方面取得了诸多成果。合作期间，大

熊猫“阳阳”“龙徽”在奥共生育 5 只幼

崽，创下欧洲圈养大熊猫自然交配生

产的纪录。

大熊猫“荷风”“兰韵”抵达奥地利维也纳

新 华 社 天 津 4 月 23 日 电（记 者 

周润健）作为本月最值得期待的天象之

一，4 月 25 日日出前，金星和土星将上

演“双星拱月”，届时如果天气晴好，我

国公众将有机会欣赏到这趣味一幕。

金星在我国古代称之为“太白”。

当它在黎明出现时，人们称它为“启明

星”；当它在黄昏出现时，人们称它为

“长庚星”。从 2024 年下半年至 2025

年 3 月下旬，金星一直扮演着“长庚星”

的角色；从 2025 年 3 月下旬至年底，金

星则由“长庚星”切换成了“启明星”。

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津市天文学

会理事杨婧介绍，4 月日出的东方天空

里，金星和土星逐渐靠近，上演“星星相

吸”。25 日这天，农历三月二十八的细

细残月也来到这片天区稍作停留，三者

刚好组成一个三角形，形成“双星拱月”

之势。

“在光污染较为严重的城市，肉眼

观测土星有些困难，但金星和残月还是

比较容易观测，二者亮度较为匹配，这

幕‘星月童话’也很值得欣赏。要想看

到‘双星拱月’的画面最好是到光污染小

的地方，如郊外。由于三者距离很近，喜

欢星空摄影的朋友可以结合地景将它们

‘同框’拍摄在一起。不过，因为很快天

就要亮了，可观测时间只有半个小时左

右，感兴趣的公众要想赏拍这一幕要抓

住这个短暂的‘窗口期’。”杨婧说。

如果错过25日的金星、土星和月亮

的“同框”，26 日可以继续观测，彼时月

亮在这两颗行星的东侧，更靠近水星，借

助残月寻找水星也变得更容易些。

“ 水 星 刚 刚 于 4 月 22 日 迎 来 西

大 距 ，作 为 晨 星 出 现 在 东 方 天 空 。

26 日日出前，水星就在残月附近，如

果 天 气 晴 好 ，公 众 也 可 尝 试 观 测 金

星、土星和水星上演的‘三星伴月’。”

杨婧提醒说。

4月25日拂晓金星和土星将上演“双星拱月”

新 华 社 东 京 4 月 23 日 电（记 者 

钱铮）日本富士通公司和理化学研究

所 22 日联合发表新闻公报说，两家机

构共同研发出 256 量子比特的超导量

子计算机，量子比特数是上一代机型

的 4 倍，可使利用该计算机的平台计

算能力扩至原先 4 倍。

公 报 说 ，两 家 机 构 在 2023 年 10

月推出的 64 量子比特超导量子计算

机基础上，运用新研发的高密度封装

技术，实现了世界领先的 256 量子比

特超导量子计算机。

据介绍，团队使用可扩展的三维连

接结构，以 4 个量子比特为一个基本单

元，在不改变量子比特设计和布局的基

础上实现了量子比特数的高效扩展。

另外，团队通过缜密设计，在稀释制冷

机内部实现 4 倍的封装密度，利用此前

冷却单元就能满足更高制冷需求。

公报说，富士通和理化学研究所

将在 2025 财年第一季度（2025 年 4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开始通过“富士通混

合量子计算平台”向全球企业和研究

机构提供这一新研发的超导量子计算

机。由于该平台运算能力大幅提高，

用户能够解决更复杂的问题，例如分

析更大的分子结构、实施并验证先进

的误差纠正算法等。

日本研发出256量子比特超导量子计算机

4 月 23 日，在第 137 届广交会上，境外采购商观看仿真花产品。 
当日，第 137 届广交会第二期开幕，以“品质家居”为主题，集中展示家庭用

品、礼品及装饰品、建材及家具 3 大板块 15 个展区。二期线下展览总面积 51.5 万平
方米，参展企业 10313 家。 新华社记者 邓华 摄

第第137137届广交会第二期开幕届广交会第二期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