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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射电暴”观测有了新进展——

期待外星人之谜早日揭开
何志强

近日，一个加拿大科学

团队在顶级期刊《自然》杂志

上发表了两篇论文，宣布对

一 种 名 为“ 快 速 射 电 暴 ”

（FRB）的天文现象观测有了

新进展。FRB 是一种能量

极高、持续时间却极短的神

秘信号。目前，科学界对其

具体成因和来源方向尚不清

楚，有人认为它可能来自超

新星，也有人认为它或许来

自外星人——本次观测新进

展再次唤起了人们对探索外

星人之谜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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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材偏胖，穿竖条纹的
衣服更显“瘦”？事实证明，
这是具有一定科学道理的，
科学家们发现其背后“秘
密 ”可 能 就 是 —— 视 觉
错觉。

对大脑来说，视觉错觉
是一种真实的感知觉，它反
映 的 是 人 类 视 网 膜 物 理

（光）输入和大脑视皮层感
知之间的不一致，是人类大
脑通过复杂脑区之间的相
互作用，以及海量神经计算
而产生的。然而，它在大脑
中是如何产生的？其脑神
经编码机制迄今尚不清楚。

近日，《神经科学杂志》
期刊在线发表了我国科学
家的一篇研究论文。该研
究由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
研究所、脑科学与智能技术
卓越创新中心、神经科学国
家重点实验室和中国科学
院灵长类神经生物学重点
实验室视知觉脑机制研究
组完成，揭开了困扰诸多科
学家的脑神经编码难题。

光流运动视觉错觉包括
旋转错觉、收缩和扩张错觉
以及螺旋运动错觉。意大利
视觉科学艺术家Pinna发现
的旋转视觉错觉就是著名的
视觉光流运动错觉：当人注
视 Pinna 图片中心黑点，头
部靠近或远离图片时，会很
明显地感受到两个圆环在分别以逆时针和顺时针方向
旋转，但事实上，圆环并没有任何物理转动。

难道是我们的眼睛出了问题？其实不然。“有一类
错觉图形，起初是视力正常者所设计出来的，由于大家
觉得这些图形轻而易举地欺骗了人们的眼睛，从而引起
广泛兴趣，并不断传播开来。从统计学意义上讲，我们
的眼睛是正常的。”中国科学院神经所博士后尹家鹏说。

由于视觉错觉令人着迷的特殊性和丰富性，它激
发了人类研究真实和错觉之间的关系，以及错觉在大
脑中是如何产生的脑机制，为人们深入解读大脑奥秘
提供了重要窗口。

结合心理物理实验和脑功能核磁成像技术，该研
究中，科研人员在精确控制Pinna图形刺激参数的条
件下，详细研究了各类复杂光流运动从真实向错觉转
化发生过程中的运动信息脑神经整合机制。

在心理物理实验中，课题组首先揭示出——猕猴
和人一样，也能感知到Pinna运动错觉。“我们在猕猴
背侧视觉通路中两个编码视觉运动信息的高级脑区进
行单细胞电生理记录，结果表明，相应神经元可以等价
地表征真实和错觉的复杂光流运动。并且，这两类光
流运动信息都是通过大范围视野内整合相关局部运动
信号的输入而产生的。”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研
究员王伟介绍：“进一步研究表明，各种复杂光流运动
错觉在相关脑区神经元中的表征需要花费更多神经整
合时间。”

听起来有些复杂？“其实换句话说，视觉错觉是我
们大脑对图像的一种固有信息提取方式在遇到新情况
下的体现，也可以理解成为一种大脑进化不够完美而
出现的小小‘失误’。”尹家鹏表示。

他告诉经济日报记者，我们把外部世界的图像通
过眼睛的折射系统投射到视网膜上，这一步骤是十分忠
实于光学原理的。但是，当外部图像在视网膜上被转换
成电信号并进入大脑之后，皮层对图像信息进行了进一
步的解读。这种解读模式在经过了亿万年进化之后，必
然是以一种最接地气、最懂这个世界的方式进行的。

比如，由于红绿拮抗神经元的存在，导致红花衬托
在绿叶上面格外鲜艳、红橙色的果实在自然界中占据
大多数；由于我们的大脑存在填补效应，当一个人的身
体被遮挡住了一部分，我们并不会认为这个人的身体
少了一块；由于大脑中存在专门负责面部识别的脑区，
人们对于脸部识别更加敏感……

对于自然界中的图像，由于受到重力、水流、气流
等因素影响，总是以一种特定的形态存在，这也为视觉
系统塑造出善于处理这类视觉图形的特长。“而错觉图
形都是人们通过精心构思设计出来的，在自然界中很
少存在。作为一种进化的产物，我们的视觉系统初次
遇到这样的图形时，会用它固有的方式去理解，就会出
现类似‘理解偏差’的现象。”尹家鹏分析。

在他看来，视觉错觉图形在自然界条件下极少存
在，一般也不会影响人们的生活，因此这种现象并没有
好坏的属性，只是视觉系统基本运作方式的本能体现。

不仅如此，有时视觉错觉现象还可被我们所利
用。比如，一些室内设计师根据运动错觉效应，以及空
间透视等原理将室内设计得更具空间感；还有一些艺
术家使用大量错觉轮廓图形，以使得作品更具视觉冲
击力。

为
什
么
胖
人
穿
竖
条
纹
的
衣
服
显
﹃
瘦
﹄
？

科
学
家
揭
示
视
觉
错
觉
现
象

本
报
记
者

沈

慧

著名的视觉光流运动错觉图。

眼下，南方阴雨仍在继续。许多南方
小伙伴纷纷调侃：南方地区下雨流量已包
月，这还没到雨季呢，就快要“发霉”了。
那么，为何江淮地区降雨增多提前出现在
2月份？听听专家怎么说。

自去年6月份起，赤道中东太平洋海
表温度偏暖范围逐渐扩大，于去年9月份
进入厄尔尼诺状态。根据国家气候中心
最新监测，截至2019年2月底，赤道中东
太平洋海温偏暖的范围、强度和持续时
间，已达到形成一次厄尔尼诺事件的标
准。尽管此次厄尔尼诺事件较弱，但对全
球热带和副热带地区的影响仍然显著。

厄尔尼诺是指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
异常偏高，从而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自然
现象。在此次厄尔尼诺事件中，赤道中太
平洋海温总体要强于赤道东太平洋。专
家表示，就我国而言，这种海温情况导致
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比常年偏强偏西偏
北，从而有利于引导低纬度水汽向我国输
送。同时，冬季中高纬度冷空气活动过程
频繁、强度较强，冷暖气流主要在江淮至
江南地区交汇，造成当地降水明显偏多，
出现持续阴雨寡照天气。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气象局气候变
化特别顾问丁一汇指出，厄尔尼诺是自然
现象，是海洋和大气协同作用的产物。每
2 至 7 年，全球都会出现一次厄尔尼诺事
件。厄尔尼诺虽是主要发生在赤道中东
太平洋的区域现象，但其影响却波及全
球。一般来说，厄尔尼诺发生后，全球天
气气候几乎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异常。

从气候监测资料来看，去年9月份开
始出现的厄尔尼诺，属于比较弱的一个。
但大气响应异常迅速，超过往年。去年入
冬以来，观测上不断出现厄尔尼诺影响的
现象，与此同时，国际上几乎所有气候模
式都给出了“今冬是一个暖冬”的预测结
论。不仅如此，气候专家分析，入冬以来，

南亚和澳大利亚北部气温较常年明显偏
高，美国南部降水异常偏多，均与厄尔尼
诺事件有关。

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江淮地区降水增
多也提前出现在二三月份。从去年 12 月
份至今年2月22日，南方不少地区降水日
普遍有40至55天，比常年同期偏多10至
15天。其中，贵州、湖南、湖北、江西、浙江、
安徽、江苏7省份平均降水日数均为1961
年以来同期最多。江淮南部、江汉、江南等
地日照时数较常年同期偏少五到八成。

丁一汇介绍，过去这种本应发生在夏
季的长江流域持续性降水异常，提前到冬
季出现，被称为“冬行夏令”——即在冬季
出现夏季梅雨的大气环流和持续性降雨。
这会造成冬春季的低温连阴雨，对南方稻
秧生长十分不利。这也是上世纪六七十年
代，我国气象学家主要研究的南方气象灾
害之一。上世纪 80 年代气候明显变暖之
后，此类灾害大为减少，但仍然存在。

“如果今冬这次低温连阴雨持续到春
季（3 至 5 月份），将会对南方的农业生产
产生重要影响。”丁一汇说：“对这个老问
题，必须有新的关注与认识。”

为什么在厄尔尼诺出现年份的冬天，
我国长江流域容易出现低温多雨甚至冰

雪多雨的天气呢？丁一汇解释称，由于中
东太平洋近赤道地区海温升高，导致它像
一个热水炉将海洋上空的大气加热，而上
升的气流流向热带西太平洋并下沉，加之
这个地区海水温度偏低，使得在冬季本来
应该停留在热带西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
偏强偏西；同时，南支槽阶段性活跃，两者
都引导了大量低纬度的水汽源源不断向
我国南方地区输送。

据统计，1950年以来全球总共发生了
19次厄尔尼诺事件，其中8次弱厄尔尼诺事
件，11次中等强度及以上厄尔尼诺事件。

国家气候中心根据赤道太平洋海洋
大气近期演变特征，以及国内外多家气候
动力和统计模式预测：未来，赤道中东太
平洋海温继续处于偏暖状态，预计此次厄
尔尼诺事件将持续到 2019 年春季，仍然
有利于引导水汽向我国东部地区输送。

气象部门预计，3月上旬，南方仍多阴
雨天气，大部地区累计降水量比常年同期
偏多五成至1倍。专家提醒，南方地区低温
阴雨天气仍将持续，公众出行需防范道路
湿滑等对交通的不利影响；天气潮湿易滋
生细菌，注意加强自我防护，避免疾病发
生；山区的公众还需注意防范持续降雨，
以及局地强降雨可能诱发的地质灾害。

新一轮厄尔尼诺事件已形成——

“冬行夏令”持续阴雨与厄尔尼诺有关
本报记者 郭静原

受低温雨雪天气影响，湖南张家界部
分高海拔地区出现持续冰冻现象。图为工
作人员清除冰雪，保障安全。 （新华社发）

脉冲星在最初被发现时，也曾被误以为是外星人寻找宇宙知音的信号。我国的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FAST，在调试期间就发
现了两颗脉冲星。 （资料图片）

发表论文的加拿大科学团队表示，在
2018年夏季预调试阶段，“加拿大氢强度测
绘实验”（CHIME）射电望远镜就探测到了
13个快速射电暴（FRB）信号。当时，多国
媒体报道了这一探测成果，引发国际关注。

FRB 是一种持续时间仅为数毫秒的
爆发性、脉冲式射电辐射天文现象，在发
生的同时伴随着巨大能量释放（相当于太
阳一年产生的能量）。由于科学界怀疑其
可能来自外星人，在 2007 年首次被科学
家发现之后，FRB很快成为当前天体物理
研究领域热点前沿课题。

千百年来的热门谜题

人类对于外星人的遐想由来已
久。上世纪50年代起，科学家开始了
主动寻找外星人的历程。目前，有关
外星人探究的若干问题仍是未解之
谜，激励着人们不断探索宇宙奥秘的
热情与脚步

探索外星人（学名“地外智慧生命”或
“地外文明”），既是一个令人好奇、引发无
限想象的热门话题，也是一门前景诱人的
交叉学科——天体生物学的研究课题之
一。一直以来，人们对外星人探究的若干
问题争论不休，至今仍是未解之谜，这在
某种程度上激发了人们不断探索宇宙奥
秘的热情，也拓展了创造力和想象力。

千百年来，地球人一直对外星人的存
在充满遐想。上世纪 50 年代起，科学家
们开始了积极主动寻找外星人的历程。
而寻找的主要方法，是通过监听外星人发
出的信号或传送信息给外星人，以便取得
联系。

1959年，意大利天文学家朱塞佩·科
可尼和美国物理学家菲利普·莫里森在

《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寻求星际
交流》的论文。他们表示，地球人与外星

人可以通过无线电信号交流。这篇经典
论文直接引发了采用射电望远镜探测宇
宙间是否存在外星人的提议，大大激发了
人们寻找外星人的热情，也增强了科学家
们探究地外生命的信心。

1960年4月，在美国西维吉尼亚绿堤
国家射电天文台，美国天文学家法兰克·
德雷克实施了使用26米直径射电望远镜
探索地外文明(SETI)的计划——“奥兹玛
计划”。通常来讲，这项计划被认为是人
类第一次以科学方法，并采用现代工具尝
试联系地外文明的计划。虽然，德雷克没
有检测到任何有关外星人的信号，但他的
这一开创性计划引起了其他天文学家的
兴趣。

从此，诸如“凤凰计划”“独眼神计划”
“多萝西计划”“在家搜索地外文明计划”
“突破聆听计划”等各种搜寻外星人的计
划应运而生。

长久不休的学术争论

对于寻找外星人是否具有威胁，
学术界一直存有争论。其中，“外星
人威胁论”比较流行；但也有科学家
认为，外星人对地球人并不构成威
胁。随着相关研究不断深入，期待不
远的未来能够真相大白

寻找外星人是否对人类具有威胁，对
此问题学术界一直存有争论。半个世纪
来，“外星人威胁论”比较流行。例如：
1974 年，研究者曾利用波多黎各的阿雷
西博射电望远镜，向距离地球2.5万光年
的球状星团M13发送无线电信号。得知
此事之后，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英国天
文学家马丁·赖尔立即给联合国写信，极
力反对地球人主动与外星人建立联系。
在他看来，这些信息很可能会暴露地球人
的存在，甚至可能招来“杀身之祸”。

2012年，英国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
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记者采访时，更是语
出惊人：“宇宙中存在外星人，地球人试图
与他们交流是非常危险的。而外星人如
果威胁地球人，其主要目的是掠夺地球上
的资源。”但不知出于何种原因，霍金后来
却与俄罗斯风险投资家尤里·米尔纳共同
主持了“突破聆听计划”——这个寻找外
星人的计划为期10年，耗资1亿美元。

然而，一些科学家并不同意“外星人
威胁论”。他们从外星人的智慧与科技，
甚至是人类自身对外星人的心理作用来
说明——外星人对地球人并不构成威
胁。中国科学家及未来学家周海中就是
这一观点的持有者。1999 年，他在《自
然》杂志的姐妹出版物——《科学美国人

（中文版）》杂志撰文指出：担心外星人威
胁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因为只要是高级
智慧生命，他们的理智会决定他们必须有
分寸地对待其他智慧生命体。他认为，外
星人与地球人在未来能够和平共处、友好
合作和共同发展。

无独有偶，2011年，美国天文学家大
卫·莫里森在接受英国《新科学家》杂志采

访时也表示，如果一颗距离地球数百或者
数千光年的行星发出的无线电信号被我
们接收到，那这一文明的先进程度肯定超
过人类；而如果一个文明能够存在数十万
年，它一定能解决我们面临的一系列问
题，因此没有必要掠夺地球上的资源。他
风趣地说：“如果外星人来访，我会好好款
待他们。”

而此次加拿大科学团队公布的最新
观测成果中，一个名为“FRB 180814.
J0422+73”的快速射电暴重复发生了
6次，是有记录以来观测到的第二个重复
快速射电暴。“这意味着有更多的重复暴，
随着未来更多源头可供研究，我们或许能
够解开这些宇宙谜团——它们从哪里
来？是什么制造了它们？”参与 CHIME
项目的天体物理学家表示。

宇宙中是否存在其他地外智慧生
命？他们是恶还是善？如何与他们交
流？他们的形态怎样？这些都是当今的
科学谜题。而探究宇宙奥秘，揭开外星人
之谜，正是人类长久以来的科学追求，让
我们翘首以待。
（作者系智利托洛洛山天文台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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