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双太阳系”中有“外星人”？
科学家说：有九成星球可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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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 500 万年前， 银杏
在北美洲灭绝。大约在 260 万年
前，银杏在欧洲灭绝。 从 260 万
年前开始，地球陆续经历了多次
冰河时期，银杏的栖息地被逐渐
压缩。 后来，银杏仅能生存在中
国南方一些气候比较温暖湿润
的山林里。 虽然活了数亿年，但
是留给银杏的空间已经不多了。

直到它们遇上了人类。
银杏高大挺拔， 树形优美。

叶子形态独特，非常漂亮。 银杏
果也是一种食物。 而且银杏树抗
病能力强又不需要什么苛刻的
种植条件，所以它成为了人类的
栽培作物之一。

被人类驯化之后，银杏才真
正地躲过了灭绝的命运。 我们的
先民将它栽种到全国各地，它又
在近代被重新引入到欧美乃至
全世界。 虽然科学家们认为野生
的银杏种群很可能存在，但是目
前为止人们找到的银杏基本全
是人工栽培的结果。

因此，如果不是命中注定和
人类相遇，那么银杏是不是早已
灭绝了呢？ 虽然没有定论，但是
按照现有科学证据来看，这非常
可能。

这便是自然界适者生存的
另一面———“幸者生存”。 幸者生

存论的主要观点是：随机事件在
生物进化过程中是很常见的，而
且在很多物种的进化过程中起
重要作用。 例如在银杏的例子
中，如果它不是在快要灭绝的时
候被人类种植，那么肯定会灭绝
了（注 ：事实上 ，直到现在 ，国际
自然保护联盟仍然将银杏列为
濒危物种）。

另一个例子就是我们的国
宝大熊猫。

大熊猫体色对比明显（它没
有保护色）， 对食物的利用率低
（它吃肉的肠胃却要消化竹子），
体型不方便移动（它发现异性的
概率低），确实不适应环境。要不
是在其天然栖息地里，温度适宜
（食物丰富），缺乏天敌，它们早
就要被自然淘汰了。 但它们交了
好运———被人类发现并且最终
保护了起来。 尤其幸运的是，大
熊猫因为是一种可爱的动物，还
成了我国的一张文明名片，现在
全世界的人都喜欢上了这种萌
物。目前看来，只要人类不灭绝，
熊猫是不可能灭绝的了（注 ：当
然 ， 有化石和人类遗址证据表
明 ，我国的早期人类曾经大量猎
杀大熊猫 ，其皮毛和肉都对人类
有很大价值。 这也可能是大熊猫
数量急剧减少的主要原因）。

适者生存和幸者生存到底
谁的作用更大呢？ 到底是“天才
就是 99%的努力和 1%的幸运”
的适者生存占主导地位， 还是
“玄不救非，氪不改命”的幸者生
存掌控大局？ 这个问题科学家们
仍然争论不休。

毕竟相对于整个自然历史
来说， 人类的存在时间还太短，
不足以观察到足够多的进化事
件。 但无论结果为何，我们都应
该感谢自然界为我们留下了银
杏和大熊猫这两件美丽的国宝。

（来源 :科学大院 ID:kexue鄄
dayuan）

现在这个巨大的黑洞已被业界称为
“黑洞之王 ”。 而它的发现充分证实了
LAMOST 望远镜强大的光谱获取能力。
它也是 LAMOST 建成以来发现的第一个
黑洞。这标志着“利用 LAMOST 巡天优势
搜寻黑洞”的新时代已来临。

LAMOST 拥有 4000 只眼睛（光纤），
一次能观测近 4000 个天体 。 2019 年，

LAMOST 已成为全球首个突破千万的光
谱巡天项目，被天文学家誉为全世界光谱
获取率最高的“光谱之王”。

利用 LAMOST 大规模巡天优势和
速度监测方法， 天文学家应该还会陆续
发现更多深藏不露的“平静态”黑洞，为
研究黑洞形成演化及质量分布迈出标志
性的一步。

□牟福朋最近，网上出现了一组名为“银杏爆炸”的照片，主角是西安市长安区罗汉洞村
终南山古观音禅寺内的千年银杏树。 这棵银杏树据传为李世民亲手栽种，有一千四
百多年历史。

银杏不仅生命力顽强，还是我们所熟知的“活化石”：它已经在地球上存在了数
亿年。什么原因使得银杏树能够寿命这么长？ 又是什么原因使得银杏这一物种能够
被称为“活化石”？ 让我们从银杏的历史中去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

地球上现存最古老的大型
植物，很可能就是银杏了。

传统意义上讲，生物分类学
里一共有七个分类单元，从大到
小依次是界 - 门 - 纲 - 目 - 科
- 属 - 种。 世界上有数以百万计
的物种，通常来说每个物种都或
多或少地有一些亲缘关系比较
接近的物种在同一单元。 但银杏
绝对是个异类。

银杏门下只有 1 纲———银杏
纲；该纲之下只有 1 目———银杏
目； 银杏目下也只有 1 科 1 属 1

种———银 杏 （Gingko� biloba�
L.）。 也就是说，现代的银杏没有
任何现存于世的亲属物种。 因为
它所有的亲属都在两亿七千万
年以来的无数场浩劫里，消失在
地球舞台上了。

距今约三亿年前的二叠纪
世界， 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很
高，平均温度也比现在的地球高
一些。 大陆漂移使得地球上的大
陆聚合在了一起，导致陆地内部
变得更加干旱。因此，生殖过程离
不开水的蕨类植物逐渐失去了优

越性， 取而代之的是更加耐旱的
新贵———裸子植物。 银杏正是裸
子植物中最古老的孑遗植物。 所
以，银杏的祖上是“阔”过的———
化石证据表明， 银杏的足迹曾经
遍布全球，是真正的“地球之子”。
人们也从化石里找到了当年它很
多的亲缘物种， 证明当时的银杏
家族是“优势物种”。

2.7 亿年前，地球生物圈开
始经历一场名为“二叠纪 - 三叠
纪大灭绝”的历史事件。 虽然这
场大灭绝的起因仍然众说纷纭，
但其结果的惨烈是有目共睹的：
化石记录表明，绝大多数海洋生
物在这场浩劫中消失（包括三叶
虫）， 陆生动物也被摧毁将近一
半， 地面上的植物纷纷死亡，人
们甚至发现这一地质时期根本
没有形成煤层。

距今 1.4 亿年前， 自然的新
宠———被子植物突然出现，开始
吞噬裸子植物的生存空间。 它们
更复杂、更多变、更能融入与自
然的相互作用中， 而且发明了

“一年生” 这种近似耍赖的生活
史， 只在温暖的夏季开花结果，
然后以种子的方式度过寒冷的
冬天。 在这场无声的植物战争
中，裸子植物全面溃败。 银杏门
下的所有物种除了银杏之外全
部消失。

距今 6500 万年前的“白垩
纪 - 第三纪灭绝事件”不但使恐
龙“团灭”，更是差点荡平陆地上
的高大树木，而不幸的是，裸子
植物基本都是高大的树木。

在这一连串的打击下，裸子

植物只剩下四个大类得以至今
存在———本文的主角银杏，及浑
身是刺的松柏、傲娇不开花的苏
铁和偷偷模仿被子植物的买麻
藤。 如果你熟悉这些植物，你肯
定可以立即说出这四类植物的
共同特点：活得长。（注 ：在不同
分类系统下 ，裸子植物的分类未
能统一 。 按照最新版本的 APG
IV 分类法 ， 裸子植物门取消 ，其
下以前与松柏纲并列的红豆杉
纲被降为红豆杉目并移入松柏
纲下 。 但在我国植物学传统上 ，
仍倾向于认为现存裸子植物分
为 5 纲 ：松柏纲 、银杏纲 、买麻藤
纲、苏铁纲和红豆杉纲。 ）

松柏常青就不说了，“铁树
开花”被形容千年一遇，而买麻
藤中最具典型的长寿物种当数
撒哈拉沙漠里的百岁兰，这种树一
生只长两片叶子，平均寿命在一千
年以上。 而世界上最长寿的银杏据
说是山东莒县的一棵，已有三千多
年的历史，相传是周公所植。 而散
布在中国大地上的寿命长达数百
上千年的银杏树比比皆是。

松柏类植物演化出了独特
的抗寒特性，而将寒温带变成了
自己的主场；苏铁类干脆躲在亚

热带的温暖气候里不出来；买麻
藤类则是向被子植物偷学了一
些特性，有点“叛变”的意味。 可
是银杏是如何在自己的近亲全
部灭绝的情况下还能活到现在，
人们一直不太明白。

银杏的唯一原产地是中
国。 因此揭开这一秘密的重任
自然就落在我国科学家的肩
上。 2016 年，我国科学家解码
了银杏的基因组， 给我们带来
了很多线索。

首先， 银杏有着一个较大
的基因组， 里面含有的信息非
常丰富。 科学家发现，银杏的基
因组经过了两次“加倍”事件，
其中的一次在很多植物之中都
有发现， 但后面的一次却是银
杏独有的。 想要演化出新的、能
够抗逆的基因， 必须有基因作
为进化的材料，而这些“加倍”
事件为银杏提供了更为丰富的
进化“原材料”。有人会问，直接
在原来的基因上进行进化不也
是可以的吗？ 但是我们知道，基
因的改变往往是灾难性的，也
就是说变坏的可能性要远高于
变好的可能性。 如果能将自身
的基因加倍， 那么就算其中一
部分变坏， 也会有相应的副本
发挥正常功能， 相当于免除了
变坏之后的惩罚。 因此，银杏通
过“全基因组加倍事件”获得了
足够的进化材料。

正因为如此， 银杏演化出
了大量的有用基因。 科学家从
银杏基因组中找到了四万八千
多个基因。 相比之下，人类的基
因只有两万个左右。 基因多，可
以应对的变化就会增加。 而且
每个基因都是潜力股， 都有可
能演变为新的基因， 为银杏的
进化带来变数。

此外， 在银杏基因组中发
现了大量的 LTR-RT （LTR-
RT 的全名是长末端重复反转
录转座子）。 它们是基因组里的
小精灵， 可以通过复制自身的
方法， 在基因组里到处乱窜而
且越变越多。 很多物种的基因
组里都有它们的身影， 但是在
银杏的基因组里， 它们的数量

非常惊人。 它们并不会破坏基
因组， 反而会通过自身的随机
移动而给基因组带来变数。 只
要有变数， 物种就有可能变成
任何样子， 从而增加自己活下
去的可能性。

此外， 银杏基因组中有非
常多关于疾病和害虫的抗性基
因。 这些基因大多数都是重复
的， 从而使得银杏具有防御各
种病虫害的能力。

这样看来， 正是凭借着基
因的灵活多变， 银杏躲过了各
种灭绝事件， 也挺过了数次冰
川期。 不但如此，银杏还创造了
另一项世界纪录：在 1945 年广
岛原子弹爆炸中， 爆炸中心数
公里内的生物大部分遭到毁
灭， 可是其中的 6 株银杏却奇
迹般地存活下来， 并且现在仍
然枝繁叶茂（注 ：还有上百株其
他植物也在广岛核爆之后幸存
了下来）。

适者生存的伟大让人感
叹———一种数亿年前诞生的植
物，在自然界的千锤百炼之下，
生命力竟然是如此顽强。 而这
顽强的生命力， 源自银杏基因
组的高度重复和多变性———这
是使其存活至今的重要原因。
但却不是最后的原因。

你知道吗？ 银杏的唯一原产地是中国，其基因组自带“百变小精灵”

出道即巅巅峰峰，幸者乃生生存存
———“亲戚”逐渐灭绝，银杏已孤独了几千万年

出道即巅峰的裸子植物

命途多舛的求生史

信息丰富的银杏基因组 适者生存与幸者生存

———双恒星引力令类地行星自转轴更稳定 □建 平

最新一期 《天体物理
学》 杂志刊发的论文称，美
国乔治亚理工大学的科学
家认为，宇宙中外星生命的
存在比我们此前想象的要
更普遍，在距离地球遥远的

“双太阳系”中，九成类地行
星可能适合生命存在。

乔治亚理工大学的天
体物理学家比利·夸尔斯
和同事们发现， 在距离地
球遥远的“双太阳系”中，
大小跟地球相近的类地行
星由于受到两颗恒星引力
的影响 ，87%的类地行星
都有跟地球类似的稳定自
转轴。 正因为如此，这些类
地行星上的气候变化并不
会过于剧烈， 应该适合生
命的存在和长期进化。

科学家们表示， 在单
一太阳的系统中， 像地球
这样拥有稳定自转轴的类
地行星十分罕见，但在“双
太阳系”中，发现外星生命
的可能性却会大大提高。

研究人员认为：“多太
阳系统更为常见 ， 大约
50%的恒星都有伴星 ，因
此该项研究成果适用于多
太阳系。 ”

科学家表示， 地球的

自转轴有 稳 定的“倾斜
度”， 每 4.1 万年间倾斜度
在 22.1°和24.5°之间变
化， 使得地球上气候变化
相对温和，适合生命的存在
和进化。同属一个太阳系的
火星则不同， 它的自转轴
“倾斜度”变化很大，每 200
万年中会在 10°和 60°
之间变化，最终火星的大气
层被摧毁。

夸尔斯他们首先研究
了距离地球 4 光年的半人

马座阿尔法 AB“双太阳
系”，发现绕行太阳 A 的类
地行星看起来会有相对稳
定的自转轴， 但绕行太阳
B 的类地行 星 则 不 是 这
样。 他们认为，这可能跟两
颗恒星的相对距离有关。

科学家们在研究中还
发现其他双太阳系也可能
拥有大量稳定自转轴的类
地行星。 跟半人马座双太
阳系不同的是， 其他双太
阳系的两颗恒星相距较
远， 使得类地行星受其中
一颗恒星的影响较小 ，自
转轴稳定的倾斜度便会使
得这颗类地行星更适合生
命存在。

研究人员由此认为，该
发现使得人类寻找外星生
命的前景变得更为乐观。

2019 年 11 月 28 日凌晨，《自然》 在线发布了我国天文学
家主导的一项重大发现：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刘继峰研究员、
张昊彤研究员领导的研究团队发现了一颗迄今为止最大质量的
恒星级黑洞， 并提供了一种利用郭守敬望远镜（LAMOST）巡
天优势寻找黑洞的新方法。

这颗约 70 倍太阳质量的超大恒星级黑洞远超理论预言的
质量上限，颠覆了人们对恒星级黑洞形成的认知，有望推动恒星
演化和黑洞形成理论的革新。 为了纪念 LAMOST 望远镜在发
现这颗巨大恒星级黑洞上做出的贡献， 天文学家给这个包含巨
大黑洞的双星系统命名为 LB-1。

我们已经知道，黑洞本身
不发光，密度非常大，因此它具
有超强的吸引力， 任何从其身
边经过的物质， 包括速度最快
的光也无法逃离。 可以说，黑
洞是名副其实的宇宙真空“吸
光器”。 也正因如此，人类想要
拍到一张黑洞的照片才会这么
难。 那么科学家们是如何观察
黑洞的呢？

科学家告诉我们， 主要还
是靠观察那些表现出异样“气
场”的星体（比如黑洞周边吸积
盘或者伴星）。 在黑洞的强大
吸力“威胁”下，恒星上的气体
物质会被吸引向同一个方向，
形成吸积盘， 从而发出明亮的
X 射线光。 这些 X 射线光就成
为天文学家追寻黑洞踪迹的强
有力线索。

迄今为止， 天文学家发现

的二十多颗恒星级黑洞几乎都
是通过黑洞吸积伴星气体所发
出的 X 射线来识别的，质量均
在 3 到 20 倍太阳质量。但理论
预测， 银河系中应该有上亿颗
恒星级黑洞， 而在黑洞双星系
统中，能够发出 X 射线辐射的
只占一小部分。 那些相对“静
止” 的黑洞又是如何被发现的
呢？

长期以来， 天文学家认为
径向速度监测可以发现 X 射
线相对微弱的“平静态”黑洞。
而此次发现这个巨大恒星级黑
洞的刘继峰、 张昊彤的研究团
队 使 用 的 方 法 ， 则 是 利 用
LAMOST 望远镜等天文望远
镜所监测到的星体光谱， 模拟
星体射线的速度曲线， 结合星
体质量等数据， 推算出了黑洞
的存在。

这是迄今为止人类发现的最大质量
的黑洞。

天文学家根据黑洞质量的不同，将黑
洞大致分为恒星级黑洞、 中等质量黑洞和
超大质量黑洞。 恒星级黑洞是由大质量恒
星“死亡”而形成的。 这种“死亡”简单地说
其实是一颗恒星不断演化过程中，可燃物质
越来越少，当它无法抵抗自身引力作用便出
现持续塌缩，最终便形成一个致密的黑洞。

2016 年年初， 我国国家天文台的研
究团队在浩瀚星海中发现了一个表现异
常的双星系统，其中一颗 B 型星除了表现
出规律地周期性运动，所观测到的光谱还
显示它有一条近乎静止且运行方向和 B
型星相反的明线（Hα 发射线）。 研究人员
进一步申请了西班牙 10.4 米口径加纳利
大望远镜 (GTC)和美国 10 米口径凯克望
远镜（Keck）的光谱观测，最终计算出该

双星系统中存在一个质量约为 70 倍太阳
质量的不可见天体。他们认为，这个不可见
天体只能是黑洞。 而且它与其他已知的恒
星级黑洞不同， 它和它的伴星相距较远
（1.5 倍日地距离），应该是一个“平静温和”
的超大恒星级黑洞。

从 2015 年起， 美国激光干涉引力波
天文台（LIGO）及欧洲室女座引力波天文
台（Virgo）的引力波观测实验已经发现了
几十倍太阳质量的黑洞。 但这个银河系内
约 70 倍太阳质量黑洞的发现，再一次刷新
了人类对于恒星级黑洞质量上限的认知，
其质量甚至已经进入了现有恒星演化理论
的“禁区”———LIGO 台长大卫·雷茨评论
称：“在银河系内发现约 70 倍太阳质量的
黑洞， 将迫使天文学家改写恒星级黑洞的
形成模型。这一非凡的成果，将与之前的发
现一起，推动黑洞天体物理研究的复兴。 ”

科学家是如何观察黑洞的？

发现质量约为 70 倍太阳质量的黑洞

“光谱之王”与“黑洞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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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科廷大学的研究人员最近发现在遥远的星系发生的一次威力巨大的宇
宙爆炸，产生的光线是迄今为止在地球上能看到的最亮的光。 科学家认为，这次爆炸是
一次伽马射线暴，发生地点距离地球 70 亿光年 ，在几秒钟内释放的能量甚至超过了太
阳在过去的 100 亿年中释放的能量总和。 图 / 视觉中国

图为距离
太阳系最近的
恒星系统是半
人马座阿尔法
星系
图 / 视觉中国

图为类地行星主题的艺术作品。 可以看到遥远的地
方有两颗恒星的存在， 它们的引力可能会让类地行星更
为稳定 图 / 视觉中国

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罗汉洞村终南山古观音禅寺内的千年银杏树满目金黄，落叶宛如金毯 图 / 新华社

云南腾冲银杏村的银杏

裸子植物四大类群 ，从左上
顺时针分别为 ：银杏 、松树 、苏铁
和买麻藤 （资料图片）

距离广岛核爆中心 1130 米
的法专寺银杏树 （资料图片）

银杏古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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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守敬望远镜（LAMOST）又立奇功

发现迄今为止
最大质量的恒星级黑洞
———约为太阳质量的7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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