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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卫二发现黏土型矿物 为找寻生命提供线索

  文章来源：新华网 林小春 发布时间：2013-12-12 【字号： 小  中  大 】 

  美国航天局11日宣布，在最可能有生命存在的木星卫星——木卫二的表面首次发现了黏土型矿物，这意味着木

卫二可能存在对形成生命至关重要的有机物。 

  美国航天局当天在一份声明中说，在木卫二表面发现了一种叫做层状硅酸盐的黏土型矿物，这种矿物很有可能

是由彗星或小行星撞击木卫二带来，而带来黏土型矿物的彗星或小行星通常也携带有机物。 

  美国航天局喷气推进实验室专家吉姆·雪莉说：“有机物是形成生命的重要基石，通常可在彗星与原始小行星

上发现。在木卫二表面发现这种彗星(或小行星)撞击的岩石残余物，也许开启了在木卫二上找寻生命的新篇章。” 

  长久以来，许多科学家认为木卫二是太阳系中除地球外最有可能存在生命的星球，这是因为在木卫二表面冰层

下隐藏着一个巨大海洋，而有液态水就有可能存在生命。此外，科学家也认为木卫二存在彗星或小行星撞击送来的

有机物，但此前一直缺乏证据支持。 

  雪莉与同事分析了“伽利略”号探测器1998年拍摄的近红外图像，这些图像按今天的标准而言精确度较低，但

他们利用新技术从中发现了层状硅酸盐的存在。 

  这些矿物质在木卫二表面形成一个直径40公里的断环，距一个直径30公里的陨坑中心约120公里远。研究人员推

断，这个断环是由一颗直径1100米的小行星或一颗直径1700米的彗星撞击木卫二后溅出的物质造成。 

  美国喷气推进实验室木星研究专家鲍勃·帕帕拉多呼吁向木卫二发射着陆探测器，以进一步确定木卫二的成

分，因为“了解木卫二的成分是解读它的历史以及是否宜居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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