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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8月1日，SDO卫星观测到有两个CME（日冕物质抛射）向地球方向袭来。图片来源：

NASA/SDO/AIA

 

2012年9月22日午夜，美国纽约曼哈顿区上空将布满五彩斑斓的光幕。几秒钟后，该地区所有电灯

泡开始变暗并闪烁不定，接着光线在瞬间突然增强，灯泡变得异常明亮。随后，所有电灯全部熄灭。90

秒以后，整个美国东部地区都将停电…… 

 

这条带上有述“假想”内容的消息刊登在近日英国New Scientist网站上——其依据是一份美国国

家科学院在2009年1月发布的有关2012年太阳风暴的特别报告，该报告最后的结论是：这种灾难极有可

能会发生。 

 

而美国宇航局的科学家日前也再次发出警告，认为太阳风暴袭击地球的几率非常大，希望全球作出

相应的准备。科学家们认为，太阳风暴在2013年袭击地球的几率在不断的攀升。 

 

与此同时，“太阳风暴将抵达地球，或影响全球通信”。一个源自美国宇航局专家的预测也成为日

前热议焦点。但是，幸运的是，此次预计袭击地球的太阳风暴并未带来通讯中断以及其他灾难，但这并

不能摒除未来人类将免受强磁暴袭击的可能。 

 

太阳风暴与磁暴并非一回事 

 

王永福是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教授、长江学者宗秋刚的一名博士生。 

 

王永福告诉记者，太阳风暴主要是指所谓的“日冕物质抛射事件”，是太阳的爆发活动，它的空间

尺度很大，比地球大很多个量级。而地球本身是有磁场的行星，地球的磁场与太阳风相互作用，形成了

科学家警告：强磁暴或将再度来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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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叫做磁层的空腔，将太阳风有效地屏蔽在外面。 

 

“当日冕物质抛射事件到达地球时，会和地球的磁层相互作用，这才会形成所谓的地磁暴。”王永

福告诉《科学时报》，伴随地球磁层内部的等离子体和电磁场的扰动，会产生极光；同时还将在辐射带

区域产生很高通量的杀手电子等等。 

 

“除非到了地球的磁层外面，一般所说的太阳风暴，对人类的影响都集中在磁层空间内，往往是在

地面或者近地空间。”王永福强调，例如电网，GPS、北斗等通讯导航，跨越极区的国际航班，低轨道

的空间站等等。 

 

然而，发生日冕物质抛射事件的同时，往往先会有太阳耀斑的发生，这些太阳X射线耀斑到达地球

的时间很短，会干扰地球的电离层。“还有太阳高能质子事件，也先会到达地球（需要大约几小时从太

阳运动到地球），而日冕物质抛射（以及伴随的行星际激波）往往会在1～4天之后才会影响到地球，产

生地磁暴。”王永福补充说。 

 

“太阳风暴和磁暴的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人们的影响也不一样。”王永福强调。 

 

“这次发生的是一个双峰磁暴，与一般的磁暴还有一定区别。”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教

授、长江学者宗秋刚在接受《科学时报》记者采访时说，“虽然目前并没带来严重的后果，但是双峰磁

暴往往有一个较长的恢复期，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依旧需要加强监测和研究。” 

 

所谓双峰磁暴，是指前一个磁暴还没有恢复（往往处于恢复相的初始阶段）又发生了另外一个磁

暴，“这种情况往往是由于行星际激波和激波后面的日冕物质抛射及磁云的先后作用造成的”，宗秋刚

指出。 

 

“2003年10月28日发生的万圣节磁暴就是一个典型的双峰磁暴。”宗秋刚举例说，2003年，发生的

万圣节磁暴(Halloween Storm)，严重影响甚至破坏了搭载在包括SOHO以及许多近地轨道卫星上的电子

仪器，对经济、社会和科学活动都造成了巨大损失。 

 

“不过，虽然这次磁暴只是一个普通的磁暴，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未来不会发生较大的磁暴。”宗

秋刚提醒说，“媒体在报道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准确使用科学术语，不要把‘太阳风暴’与‘磁暴’等概

念混为一谈。” 

 

“大的太阳风暴不一定会产生大的磁暴。但是，大的磁暴产生肯定是因为大的太阳风暴”，宗秋刚

指出。 

 

2012年或2013年将遭强磁暴袭击 

 

“2012年或2013年肯定会有2～3个强磁暴袭击磁层。”宗秋刚明确表示，“但是，这个究竟大到什

么程度，现在还不好下结论。” 

 

针对美国宇航局发布的警告，宗秋刚认为，美国宇航局作出这个判断最主要的依据是太阳活动的规

律。 

 

在宗秋刚看来，随着太阳逐步进入第24个太阳活动周（高度活跃阶段），日冕物质抛射事件会越来

越多，相应地也会产生大的磁暴。但是，太阳活动本该在2007年或2008年就逐渐进入高发期。但它一直

非常平静，直到今年8月1日才有了第一次较大的爆发。 

 

“如果经常有小的太阳风暴，发生较大太阳风暴的几率反而比较小。最怕的就是能量很长时间得不

到释放，突然一次释放就很可能是巨大的太阳风暴。”宗秋刚指出。 

 

太阳活动是有规律可循的，每隔11年就会进入一次太阳活动高峰期，这时太阳会向外抛出很多物

质，就像“打喷嚏”一样，这让离它1.5亿万公里的地球也会“感冒”。然而，按太阳耀斑爆发的X射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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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评论只代表网友个人观点，不代表科学网观点。  

的强度大小，太阳耀斑爆发从小到大可分为A、B、C、M、X五级。 

 

“上一次太阳活动高峰期是在2000年至2001年，而在第24个太阳活动周，太阳一直处于‘沉睡’状

态。所以，下一次太阳活动高峰期可能出现在2012年至2013年。”宗秋刚预测。 

 

“2012～2013年将是太阳活动的活跃期，2013年将会爆发的太阳耀斑，有可能达到X28的最大

值。”宗秋刚说，“2003年11月4日爆发的X28级太阳耀斑，由于不是面对地球喷发，人类幸运地逃过一

劫。但假若2013年的巨大太阳风暴刚好朝向地球，从而引发较大磁暴，那么全球通讯瘫痪、电力系统中

断都是有可能发生的。” 

 

“不过，太阳耀斑最多只持续几个小时，只要那段时间并没有太阳风暴（日冕物质抛射）向地球方

向喷发，人类就会相对安全，人们也不必过于担心。”宗秋刚强调。 

 

面对“沉睡”的太阳即将醒来，而预测太阳风暴时间和强度的重担也落在了为人们保驾护航的科学

家身上。然而对此宗秋刚显得有些无奈。 

 

宗秋刚直言，太阳系是一个很大的系统，中间涉及到的物理过程覆盖了很大的时间和空间尺度，需

要利用超级计算机进行多尺度的等离子体数值模拟，结合卫星以及地面的实地和成像观测，理论分析

等，才能逐步将这个问题比较彻底地理解清楚，进而为人类利用空间提供支持，这也是空间天气研究的

主要目标。 

 

“但是，依据现有的科学水平，科学家要准确预报太阳风暴发生的时间和强度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太阳活动预报尤其是剧烈太阳活动预报依然是空间天气预报中最困难的部分。”宗秋刚语气有些低沉。 

 

不过，在宗秋刚看来，太阳风暴对人类的影响一直存在，只是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建

立的高技术系统规模越来越大，对这些系统的依赖程度也越来越高，人们对这些空间科学也越来越关

注。 

 

当记者问到如何应对准确预报这一巨大的困难时，宗秋刚认为，“一方面，我们应及时做出预报模

型，避免较大的损失；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抓住这次机会，深入研究，力图在未来把人类遭受的损失

降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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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永福是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教授、长江学者宗秋刚的一名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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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自然，人对有时候很渺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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