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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科学家联合英美等国同行揭开极区“等离子体云块”神秘面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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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地球南北极产生许多奇异的自然现象。在极区高空大气中，飘忽不定的“等离子体云块”

常常对人类通讯、导航、航天系统等造成危害。一个由中国极地研究中心领衔的国际研究团队，经过4年研究，首次

揭开了“等离子体云块”的神秘面纱。 

美国《科学》杂志29日在线发表了这一研究的相关论文。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主任杨惠根研究员表示，这项科研

成果沉淀自我国近30年极地考察的精华，将为极区电离层建模和空间环境天气预报提供重要物理依据。  

据论文第一作者、中国极地研究中心极区高空大气物理学研究室副主任张清和介绍，极区是地球开向太空的天

然窗口，地球磁力线在极区高度汇聚并几近垂直向太空开放，“太阳风”与地球磁层相互作用而引起的“等离子体

云块”是极区高层大气中常见的物理现象。  

尺度从几百到几千公里不等的“等离子体云块”会引发极端空间天气环境，使人类的无线通讯和卫星—地面间

通讯中断，这会直接影响近地飞行器和低轨卫星等的正常运行，甚至威胁航天员生命安全。研究“等离子体云块”

如何形成和演化是国际空间天气领域中最重要的课题之一。  

自2009年起，张清和等4位专家联合英美等国多位雷达研究学者组建了国际研究团队，对其展开深入研究。  

4年间，团队从数十年的观测数据中挑选出200多个灾害性空间天气事件进行深入分析，并开展计算机模拟实

验。令人惊喜的是，研究团队首次直接观测到了2011年9月26日一次强磁暴袭扰地球期间，极区电离层“等离子体云

块”的完整演化过程。经过进一步研究，发现了“磁重联”在云块形成演化过程中重要的调制作用。  

所谓“磁重联”，是指当两条磁极方向相反的磁力线无限接近的一瞬间，两条磁力线开始“重新联结”：同时

从中断开，并联结成两条新的磁力线——一条带着太阳风暴的等离子体飞向浩渺的太空。另一条则如同拉满的橡皮

筋，缩向地球。它所携带的高能粒子“撞”进地球南北两极的大气层，形成美丽的极光。  

张清和介绍，研究团队还发现了“夜侧磁重联”在等离子体云块演化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开关”角色。当

“夜侧磁重联”发生时，携带云块运动的开放磁力线因重联而闭合，相当于“开关”打开；当“夜侧磁重联”停止

时，“开关”关闭，等离子云块就在这一过程中形成和消失。  

该研究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科技部、国家海洋局等的基金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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