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星奇异生命可能遍及宇宙

2010-5-21

史 蒂 芬·霍 金

 

新闻缘起 英国著名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近日表示，外星生命存在于宇宙的许多地方，可能活在行星或恒
星上，甚至漂浮在行星间的广阔宇宙中。霍金说，存在外星生命的依据很简单，宇宙有1000亿个银河系，
每个都包含了上亿个行星，在如此庞大的空间里，地球不可能是唯一演化出生命的行星。

 

到2010年，太阳系外已发现424颗行星，其中包括越来越多和地球相似的小质量岩石行星，而在星际气体中，
已证明有100种左右的大分子有机物，分布在不同的天体环境中，包括恒星形成区、原行星盘和行星大气
中，这些都有可能成为构成外星生命的物质基础。

 

■ 疑问一

外星生命在哪里——

类地行星可能遍及宇宙

地球之所以生机盎然，主要原因是它表面覆盖着三分之二的海洋，大量水的存在，地球才成为孕育生命的
摇篮。液态水可以溶解和运输大量生命所需的电解质，而且它有足够高的热容能够有效调节温度，使得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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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长期变化的环境提供了适宜生命存在的条件。而在地球形成初期，当大气层还不足以抵挡太阳紫外线照
射的时候，海洋吸纳了大量的辐射，使得生化反应和其后的生命进化历程，在较深的海域里得以进行。正
因如此，科学家在寻找外星生命时，总是首先关注可能产生液态水的星球。

北京大学物理学院天文系教授任致远认为，茫茫宇宙，那些更像地球甚至比地球更为 “舒适” 的星球也
许早就遍及宇宙的许多角落。

月球有水但不一定有生命。从目前人类空间探测取得的成果来看，月球南极地区的永久阴影区被发现存在
水分子，但那里的水分子是与土壤冻结在一起的，处于零下240℃的低温环境，不会对生命活动带来太多
期望。

火星曾经富含水源、充满生机。根据火星表面的地形特征分析，火星曾经存在大量的水，当年水流最活跃
时，其流量可能是地球上较大河流的上万倍。美国宇航局称，他们在1.3万年前落到地球上的一块火星陨石
中发现了石化的简单的细菌。

“木卫二” 最有可能存在生命。和电影《阿凡达》中的潘多拉星一样，“木卫二” 是一颗巨大气体行星
的第二颗卫星。因其表面完全被水冰覆盖，冰层和硅酸盐地幔之间可能存在深度超过100千米的巨大液态
水层，而木星潮汐力的回热会使海水保持一定的温度，保障生命能长期生存。

“土卫六” 环境比较接近于地球。其浓密的大气主要由氮气和碳氢化合物组成，应该能很好地保护地表免
受辐射和陨石的冲击。2009年7月，“卡西尼” 土星探测器拍摄到了土卫六表面液体反射的阳光，该发现
意味着其北半球可能遍布湖泊，这些能否为生命提供栖息地还有待研究。

 

■ 疑问二

外星生命如何产生——

可能是怪异的微生物形态

一些生物学家认为，生命的演化过程中，如果任何一个节点上稍有不同，都有可能会造成灾难，也许我们
人类就不会存在。这种 “生命起源于偶然事件” 的理论曾经风靡一时。但近年来，科学界提出关于生命
起源的新认识：生命是宇宙必需的，在任何类地行星上，生命几乎注定会产生，但生命的形态也许与人类
完全不同。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环境微生物与生物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刘双江认为，生命可能存在于其他星球，以
怪异的微生物形态出现。科学家一直认为，没有液态水，生命将无法产生，但外星生命有可能借助其他液
体作为生化反应所需的溶剂，如土卫六表面就大量存在着液态碳氢化合物等物质；地球的生物几乎都利用
常见的20种氨基酸构建蛋白质，但化学家们能合成许多非天然氨基酸，因此外星生命或许能利用不寻常的
氨基酸组建生命的基本构成；地球上的生命起源于碳化物，但一些天体生物学家推测，外星生命可能以硅
而不是以碳为生命基础，因为硅与碳一样，化合价都是4价（即原子的最外层轨道含有4个电子），硅原子
也能排列成环状和长链状，从而形成生物分子的骨架。从目前的探测结果来看，火星上有些区域富含硅石，
硅石一般在高温的水或蒸汽冲击岩石后沉积形成。地球上类似的地方，比如温泉或火山口附近一般都寄居
着大量依靠热量生存的微生物。火星上的温泉如果能维持足够长的时间，同样会进化出大量微生物。

 

■ 疑问三

外星生命吃什么——

石头为食 体内循环靠液态甲烷

地球上的生命体主要通过两种方式生长和繁殖。一类利用太阳能，例如植物通过光合作用，把太阳能转换
为生命活动需要的能量，同时固定二氧化碳，合成有机物，为其他生命提供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另一类
分解有机物，例如动物和多数微生物，通过把诸如淀粉、蛋白质等有机物分解，获得生命活动需要的能量。
地球生命系统的维持，依赖于以上两种生活方式的平衡发展。



如果地外星球上存在生命，这些生命体依靠什么来生活呢？

刘双江说，外星生命可能与地球生命截然不同。外星人也许无法享受到肉类等蛋白质食物，也没有淀粉等
多糖类食物，而是以石头为食；呼吸的不是氧气，而是其他气体；它们身体内循环的不是以水为主体的血
液，而是其他液体，例如液态甲烷。

在探索地球生命的过程中，科学家发现了这样一些生命存在的线索，一些微生物能以硫磺矿或者硫铁矿为
“食物”，通过氧化这些矿石，获得生长和繁殖的能量。这类生物不仅生活在深海火山附近，在陆地的火
山和硫磺热泉等环境中也可能存在。科学家还发现了以甲烷为 “食物”、以水为 “燃料” 的厌氧甲烷氧
化微生物，这类微生物生活在海底可燃冰附近。

科学家也试图把地球上的生物移植到环境条件类似的外星球，例如生活在寒冷干旱沙漠中的一种蓝细菌，
就可能具备在火星生存的能力，这种蓝细菌可以耐受巨大的温差（－20℃～50℃），适应火星上昼夜变化
带来的恶劣环境条件。这种蓝细菌还能进行光合作用、固定二氧化碳、产生多糖等有机物，也许它能够成
为火星上的先驱生命。

2001年，印度西部落下了神秘的血红色大雨，被认为是彗星碎片带来的大量红色颗粒，科学家对红雨成分
进行分析，得出了惊人的结论——红雨中红色颗粒的自然属性像微生物细胞，且透射电子显微镜进一步展
示了清晰的细胞结构图，甚至可以看到正在进行分裂繁殖的细胞。这些红色颗粒主要由碳和氧组成，具有
生命迹象，但没有地球生命的基本物质——DNA（DNA 分子中含有大量的磷元素）。假如红雨是某种 “外
星生物” 登陆地球的痕迹，就预示着外星生命可能具有不同于地球生命的形式：它们没有DNA，可能有其
他形式的化学再生代码，可以分裂和复制。这些外星生物具有不同于地球生物的生活方式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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