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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阅热线：028-86969110
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中国邮政微商城搜索《华西都市报》，即可订阅。
欢迎小朋友向我们投稿！投稿邮箱：shaonianpai@thecover.cn
你投来的每一篇文章，都有机会被大家看到！快来投稿吧！

◎华西都市报副刊“少年派”定位于亲子共读刊物，设有作文版、少儿新闻版、
科普读物版、漫画版，每周星期一至星期五，都有精彩好看的内容呈现。

◎让有温度的纸质阅读，助力孩子养成良好阅读习惯，提升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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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8月
12日，一个以科
学 家 帕 克 命 名
的探测器，带着
困 扰 科 学 家 们
60 余 年 的 太 阳
风如何加速、高
能 太 阳 粒 子 来
自 何 处 等 问 题
飞 向 太 阳 。 至
今 已 过 去 六 年
又四个月。

在此之前，
人类发射的距离
太阳最近的探测
器 是 美 国 1976
年发射的太阳神
2号，它离太阳最
近 距 离 约 4300

万公里，约为“帕

克”的 7 倍。此

外还有信使号水

星 探 测 器 以 及

2020 年 欧 洲 与

美国联合发射的

环日轨道器等。

“帕克”升空

后，在 7 年内环

绕太阳飞行 24

圈，在这个过程

中它不断向金星

借力，通过金星

的引力和运动进

一步获得速度变

化，逐渐降低其

轨道近日点，并

以每秒191公里

的速度，“无畏”

地逼近设定轨道

上的近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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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我们成功在月球、火星、金星等天体

上实现了飞跃或着陆，但从未在恒星上实现。

帕克探测器首次‘触摸’到了恒星，这标志着人

类在科技、工程和探索上的巨大突破，也为解决

太阳活动问题、灾害性空间天气预警提供了全

新视角。”刘煜介绍。

在接近太阳过程中，“帕克”面临的是几千

到上百万摄氏度的高温和辐射，以及与地球

“失联”情况。为了避免帕克被太阳烧掉，科学

家们给它“穿上”了一件直径约2.4米、厚度达

11.4厘米的“外衣”。这种创新性的热防护系

统，以碳复合材料制造，可以承受超过1400℃

的高温。“1400℃接近铁的熔点，足以熔化大部

分金属，对大多数材料构成威胁。”刘煜解读

道，这种碳复合材料“耐高温，密度小，是目前

所知唯一一种到 2500℃强度不降低的材料。

它最大的特点是强度随温度的升高不降反

升。在碳复合材料外还有一层白色氧化铝薄

膜，能够反射掉大部分太阳辐射，少数透过的

辐射由碳复合材料吸收。”

“帕克”如果要与地球通讯，则需要运行到远日

端。在日冕

中进行科学

探测时，“帕
克”只能向
地 球 发 出

“我很好，还
在工作”这
样非常有限
的信息，也
听不到地面
对 它 的 指
令。很多时
候，它都只
能“孤身”承
受来自太阳
的炙热辐射，
在日冕中独
自追寻太阳
风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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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克”探测器的命名，来源于已
故的现代太阳风和磁重联理论奠基人
——尤金·纽曼·帕克。2018年，91岁
高龄的帕克见证了以他名字命名的航
天器“帕克”发射。

然而，当年轻的帕克还在美国芝加
哥大学工作时，日地物理界认同的理论
是太阳大气是静止的。而帕克通过研
究发现，太阳大气不是静止的，而是动
态的。在日冕几百万摄氏度的高温驱
动下，整个日冕会沸腾，有些东西会喷
涌而出。他把这些物质叫作太阳风。
然而，当他把论文一次次投给专业杂志
时，结果都石沉大海；而且在学术会议
上，他的理论总是招来尖锐的批评。

“如果你们认为我错了，那你证明给
我看。”在不被理解的苦痛中，帕克将希
望寄予人类当时刚拥有的航天能力上。

“人们或许会问，这些理论该如何被检
验？我想，不久之后就能获得决定性的
证据。”帕克预言。

1962年，水手2号探测器探测到了
远离太阳的高速带电粒子流，证明了太
空不空，太空中有太阳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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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恒星的路还长，距离我们最

近的恒星太阳尚有太多问题未解决，

如太阳磁场的起源、太阳活动的起源、

日冕加热问题等，更别说太阳系外无

数的恒星、巨星、矮星，还有双星系统、

三星系统等等。”刘煜说，听到“帕克”

探测器“触摸太阳”的消息后，物理学

界是兴奋的，“抵达610万公里的距离，

是人类探测器距离太阳表面最近的，值

得庆贺。不过还是太远，不过瘾，希望

以后中国探测器能到100万公里以内，

那将是更大的突破。不过这需要进一

步提高多个关键技术，如轻质耐高温

材料的研究、深空数据传输技术等。”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张峥
图据新华社客户端

最近距离610万公里 人类探测器“触摸太阳”
飞向太阳的“帕克”探测器。

2018年8月12日，“帕克”太阳探测器搭乘德
尔塔4重型火箭发射升空。

人类探测器与太阳接触的极限距离是多少？目前的答案是

610万公里。

2024年12月24日，人类探测器“帕克”到达距离太阳最近的

位置，这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探测器如此近地接近太阳。

对于此次探测太阳，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采访了西南交通大学

天体物理中心学者刘煜。

610 万公里的距离，“已经算是接触太阳‘皮肤’了。如果把

帕克当成一个温度计、太阳当成一个发烧病人脑袋的话，这个温

度计距离他皮肤的尺度只有4个脑袋那么远。而地球距离太阳

有109个脑袋那么远。”刘煜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

这次飞越太阳的历史性时刻，将为人类带来对太阳奥秘更深刻

的理解，为未来太空探索和月球任务提供宝贵的科学数据。据报道，

2024年12月24日之后，“帕克”太阳探测器以每秒191公里的速度飞

行，经过几天时间远离太阳的干扰辐射后，开始将数据传回地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