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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热层迎20年来最高温
这跟最近的高温天气有关系吗？7月4日、5日和6日，是地球有记录以来

气温最高的三天，特别是7月6日，地球表面
以上2米的全球平均气温达到17.23℃，是自
19世纪50年代有仪器记录以来，地球上最热
的一天。要知道，地球上一次如此炎热，还是
在大约12万年前的艾木间冰期。

实际上，2023 年，除了地球气温已经爆
表，在地表之外的地球热层，也迎来了 20 年
来最高温。根据 NASA（美国国家航空航天
局）的数据，地球热层在吸收了太阳风暴的能
量之后，温度也达到了近20年的峰值。

NASA 预计，一次大规模的太阳风暴不
久将会再次冲击地球，美国包括马里兰州在
内的 13 个州都可以看到因为此次太阳风暴
而产生的极光。

热层很热但总能量不高

地球热层达到20年来最高温，这与气温

有没有关系呢？答案是没有关系。

“要解答这个问题，首先是要了解什么是

热层。”7月10日，中科院地质与物理研究所

研究员任志鹏这样告诉华西都市报、封面新

闻记者。

根据大气的垂直运动和对能量吸收等

多种性质，大气分成了多个层次。从地面往

上分别为对流层、平流层、中间层和热层。

一般来说，热层是指距地面85公里高度以

上的大气层，能到这个高度的人类飞行器基

本只有火箭和人造卫星等。

“热层的能量来源主要是吸收太阳波长

很短的紫外辐射，主要集中在远紫外辐射和

极紫外辐射上。我们近地面的温度一般是

300开尔文，也就是27摄氏度左右；热层的温

度普遍最低在600开尔文（约326摄氏度），高

的时候能够达到1500开尔文（约1226摄氏度），甚至可

以超过2000开尔文（约1726摄氏度），温度远比地面要

高。”任志鹏介绍，热层的能量来得快，散得也快，“它的

储存效应一般没有那么强，只能持续几天，热层温度因

太阳辐射的强度而变化。”

虽然热层的温度远超近地面温度，但是对于气温

却没有什么影响。任志鹏介绍说：“大气随着高度的上

升，密度呈指数级下降。卫星之所以能够在天上长时

间地飞，也跟热层密度很低有关。因此，热层温度虽然

很高，但总能量是有限的。而且它起到了一个保护层

的作用，把对我们人类有害的很多高能粒子、高能射线

都吸收掉了，所以跟地面温度没有太大关系。”

太阳活动可能进一步增强

为什么今年热层温度达到了20年来的峰值？

任志鹏研究员表示，提到大气热层，一般都跟太阳

活动周有关系。太阳的活动指数有一个近似11年的周

期，而NASA提到的这个20年，实际上是因为上个有着

明显太阳活动高年的太阳活动周（即上上个太阳活动

周），基本在2003年左右就结束了；紧跟着的太阳活动

周里，太阳活动整体偏弱，该强的时候没强起来，导致

太阳的紫外辐射整体

偏弱。在上个太阳活

动周中，甚至还有人

类进入空间时代以来

太阳辐射最低的两个

年份——2008 年和

2009年。

“这个20年的计

算主要是从上上个太

阳活动周后期、上一

个太阳活动周的整个

周期，以及目前这个

太阳活动周的起始阶

段，由这三段组成的。由于上一个太阳活动周的活动

偏弱，导致今年就显得很强。实际上，目前的太阳活动

跟2003年的强度差不多，还没有到最强的时候，之后的

太阳活动还有进一步增强的可能。”

对航天活动的影响增加

虽然热层的温度上升，对于人类的正常活动影响

有限，但是对于航天活动却有不小的影响。任志鹏研

究员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再三提醒：“由于上个周期

的太阳活动较弱，对于航天的影响也较小，但是进入新

的周期，太阳活动已经恢复到了正常水平，因此对于航

天活动还需更加小心地验证。”

“很多卫星飞行高度相对较低，因此大气阻力就成

为了决定卫星寿命的重要因素。”任志鹏说，“热层的温

度上升，对应的就是密度会剧烈增加，导致这些卫星的

寿命成倍缩短。”

2022年初，马斯克的星链由于受到地磁暴的影响，

一次性坠毁了几十颗卫星，就是吃了这个亏。当时，星

链很可能就是以上个周期太阳活动偏弱的数据为基

础，设计了一个较为经济的方案，没想到热层的普通扰

动就导致了数十颗卫星坠落。

“其实这也是一个警示。”任志鹏说，“现在太阳活

动已经基本恢复到了正常状态，近年来我国的航天活

动也在不断增加，对于这方面警示，一定要加倍小心。”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闫雯雯

7 月 6 日，2023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以下简称

WAIC）在沪拉开帷幕，开幕式上，特斯拉创始人兼首席

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发表了演讲。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出现，对人类文明正产生着非

常深刻的作用和影响，随着数字计算能力的爆炸式增

长，机器计算能力和生物算力的比例正在不断扩大。”马

斯克指出，这意味着，机器和生物的算力差距在进一步

扩大，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人类的智能在全部智能中所

占比例将会越来越低，这是一个根本性的深度变化。

马斯克还称，未来地球上机器人数量将会多于人

类数量。“不过特斯拉人形机器人还在开发阶段，人形机

器人的一个目标就是做人类不想做的事。”特斯拉人形

机器人也在此次上海2023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亮相。

此外，马斯克还表达了对中国人工智能发展的欣

赏，他说：“中国一旦下定决心要做一件事情，就一定

能做好，各个产业都是这样，包括人工智能，相信中国

会有很强的人工智能能力。”

当前特斯拉自动驾驶的状态如何？马斯克在发

言中表示，“我们觉得已经非常接近没有人类干预的

全自动驾驶状态了，这已经在美国的道路上测试了，

现在自动驾驶很少会需要人工干预了。”

值得注意的是，马斯克还预测，随着人工智能技术

的快速发展，大约在今年年末，全自动驾驶或者说这种

(L)4-5级的全自动驾驶就会实现。“我之前也做过许多

类似的预测，我承认之前的预测不完全准确，但是这一

次的预测，我觉得是比较接近的。”

马斯克在发言中表示，特斯拉非常有兴趣将自己

的自动驾驶技术与其他汽车制造商进行分享。“这个

技术是超越世代的，而且会让汽车使用率大大增加，

一般家用车一周使用时间为10小时至20小时，多数

时间都在停车场趴着。但对于全自动驾驶汽车而言，

其使用时间一周可能在50小时至60小时，这种使用

率比非全自动汽车快翻5倍了。”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边雪

研究火星的风沙作用，有助于揭示火星气候环境特

征和气候变化过程。科学家日前在祝融号火星车着陆

区发现火星古风场改变的沉积层序证据，表明该区域可

能经历了以风向变化为标志的两个主要气候阶段。

记者7月7日从中科院国家天文台获悉，该研究由中科

院国家天文台领导的国际合作研究团队与天问一号任务工

程团队共同完成，相关成果已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

在太阳系的行星中，火星与地球最为相似，火星的

现状被认为可能代表着“地球的未来”，针对火星气候演

化的探测研究长期以来备受关注。风沙作用作为火星

晚亚马逊纪以来最主要的地质营力，塑造了火星表面广

泛分布的风沙地貌。由于缺乏近距离的、详细系统的科

学观测，人类对火星风沙活动过程依然知之甚少。

此项研究中，团队瞄准火星乌托邦平原南部丰富的

风沙地貌，利用天问一号环绕器高分辨率相机、祝融号

火星车导航地形相机等开展了高分辨率遥感和近距离

就位联合探测，提取了沙丘形态、表面结构、物质成分等

信息，分析了其指示风向和发育年龄，发现祝融号着陆

区风场发生显著变化的层序证据，并与火星中高纬度分

布的冰尘覆盖层记录有很好的一致性。

中科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李春来介绍，这一发现表
明，祝融号着陆区可能经历了以风向变化为标志的两个
主要气候阶段，风向从东北到西北发生了近70度的变

化，风沙堆积从新月形亮沙丘转变为纵向暗沙垄。这一

气候的转变，发生在约40万年前的火星末次冰期结束

时，可能是由于火星自转轴倾角的变化。

“此项研究有助于增进我们对火星古气候历史的理

解，为火星古气候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为火星全球气

候模拟提供了重要约束。”李春来说。 据新华社

天问一号发现
火星古风场改变证据

2022年2月10日在瑞典帕亚拉拍摄的极光。新华社资料图片

马斯克：今年末将实现全自动驾驶

在2023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亮相
的特斯拉机器人。 新华社发

美丽的极光 新华社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