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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揭示真实彗星 "深度撞击"撞出"四大惊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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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宇航局“深度撞击”项目科学家６日说，“深度撞击”所产生的海量数据，揭示了彗星令人惊讶的特
性。该项目首席科学家迈克尔·赫恩认为，“深度撞击”撞出了四大“惊奇”。 
    惊奇一：“坦普尔１号”的彗核是分层的，彗核表面覆盖着１０多米深的细粉状物质，其下是较硬的“彗核
之核”。彗核的平均密度不过０．６克每立方厘米，比水还轻。彗核外表的细粉，是多年以前就存在或是逐年累
积的，这也证明彗核的内部含有太阳系初期的原始物质。 
    惊奇二：彗核在飞近太阳时会喷发，特别是彗核表面朝向太阳的那部分，会经常有小规模的喷发。彗核呈多
孔性，表层物质热惯性小，会被太阳很快加热，但太阳辐射的热量不会对彗核内部的物质产生影响，这表明彗核
内部的物质受外界影响的可能性不大。 
    惊奇三：“坦普尔１号”的彗核尽管很小，却有多种地貌，既有光滑平坦的部分，也有类似环形山的坑洼，
这表明在“深度撞击”之前，这颗彗核就已经常被太空中更小型的天体撞击。 
    惊奇四：彗核内部存在大量含碳和氮的有机分子，“深度撞击”之后彗核中喷发的物质中含有氢氰酸（ＨＣ
Ｎ）、乙腈、冰和二氧化碳，而彗核表面的粉状物中却没有这些物质，说明它们存在于表层下较浅的部位，在受
撞击或热影响时才喷发出来。这还表明，在彗星和小行星撞击频繁的地球早期阶段，彗星有可能把最早的有机物
带到地球上。 
    赫恩等人撰写的“深度撞击”数据分析成果，将发表在最新一期《科学》杂志网络版上，科学家们６日还在
英国举行的一次天文学会议上发表了报告。在“深度撞击”之前，科学界只能根据模型推测彗星的各种性质，大
部分理论建立于猜测之上而得不到实际验证，现在“深度撞击”的数据首次揭示了真实的彗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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