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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报】研究表明月球之“心”仍然温暖

  文章来源：中国科学报 柯讯 发布时间：2014-07-30 【字号： 小  中  大 】 

  近日，一个国际合作研究小组使用包括嫦娥一号在内的探月数据，对月球动力学形状的变化进行了精密测量，

并借助理论和实际估算，证实了在月球深处存在着超低黏性的半流体层，而且地球引力一直在对这个半流体层产生

着很强的潮汐加热过程。这些事实表明，月球的中心至今仍然没有冷却变硬，并且由于地球对月球的影响，月球中

心至今还在被持续潮汐加热中。相关成果7月27日在线发表于《自然—地球科学》。 

  该研究小组由来自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武汉大学、中科院国家天文台、日本国立天文台等科研机构的研究

者为核心。他们对怎样的月球内部构造能与观测得到的月球动力学形变大小相对应进行了探究说明、理论分析和计

算研究。结果发现，若假定月幔最下部有超低黏性的软流层存在的话，观测到的潮汐引起的月球形变就可以得到很

好的解释。过去的研究曾表明，月幔最深处有一部分岩石可能存在熔融状态。由于部分熔融的岩石是软的，故该研

究的结果支持了上述假说。 

  研究小组进一步发现了月幔最深处低黏性流体层中潮汐能量有效地引起发热。这表明月幔最深处存在高效发热

的软流层包裹着月核，即使是现在也在持续给月核加热，以往更是如此。 

  研究小组成员之一、国家天文台研究员平劲松认为：“尽管月球比地球和火星冷却速度快，甚至月球上成规模

的火成活动已经停止，然而本文的研究结果和其他一些发生在月球上的活动，如深部月震和月球自转不均匀变化

等，有力地支持了月球仍然‘活着’这一观点。并且对于月球而言，来自地球和太阳的潮汐作用也许是主导目前月

球内部动力学过程的关键因素。” 

  （原载于《中国科学报》 2014-07-30 第1版 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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