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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12月4日消息，据国外媒体报道，天文学家们将那些质量比地球大，但是远小于木星或海王

星这样的气态巨行星的系外行星类别归为“超级地球”行列。现在科学家们认为这类系外行星上可能拥

有液态金属的“海洋”以及可以保护生命存在的磁层。 

 

实验室测试显示，在超级地球上存在的巨大热量和压强状况下，氧化镁和其它一些在类地行星地幔

中常见的矿物会转变为液态金属形态。这项研究将有助于理解超级地球上的环境条件，包括判断其是否

有可能支持生命的存在。 

 

科学家们将一份氧化镁置于高能激光的照射之下，来模拟一颗质量为地球3-10倍的超级地球类系外

行星上的温度和压力环境。研究结果发现这种矿物在这种条件下先是转变为一种具有新型晶体结构的固

体物质，随后便完全转变成了液态金属。在那种情况下，这种呈液态的金属从物理上看就有可能承担起

一种被称作“发电机”的角色，而这是一颗行星产生磁场的关键。 

 

任职于美国卡内基研究院和霍华德大学的地球物理学家斯蒂沃特·麦克威廉姆斯(Stewart 

McWilliams) 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表示：“一般认为行星磁场保护着其上生活的生命，使它们免受宇宙辐

射的伤害。而此次我们所发现的便是，可能有比我们预想更多数量的超级地球拥有磁场，其产生的原因

是在这些行星的内部的岩石转变成了金属液体。这将构成宇宙中生命存在的新环境。 

 

来自加州理工学院的行星科学家大卫·史蒂文森(David Stevenson)表示：“磁场的存在肯定会对生

命的演化造成影响。关于磁场的缺失是否会导致生命无法发展，我想这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他说：

“对于一颗类地行星而言，要想产生磁场并不容易，因为核区的传热效率较高，热量很容易向外散失，

这降低了对流产生的可能性。因此如果核心是热的不良导体反而将是最理想的状态。” 

 

这项发现不但让目前我们对于行星形成和演化的模型变得更加复杂，同时也让行星的地幔和地核区

域的界限更加模糊。麦克威廉姆斯表示：“行星内部的熔融状态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地球这样的行星而

超级地球液态金属海洋可形成保护生命磁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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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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言，内部的熔融导致了我们身边的很多现象，包括火山以及地球的磁场。在地球这样的类地行星演化早

期，很有可能整个行星都处于整体的熔融状态，在其地表形成岩浆洋。甚至在今天，一些超级地球上可

能仍然存在着这样的岩浆洋。” 

 

然而，这项实验也显示这些超级地球上的岩浆洋可能是由液态金属组成的。氧化镁并非唯一一种对

类地行星至关重要的矿物，其他岩石矿物，包括钙钛矿和石英在高温高压环境下也同样展示出了相似的

状态转变。麦克威廉姆斯表示：“它们从我们日常在地球表面看到的那种透明，绝缘的物质，转变成了

导电物质，看上去更像是行星内部的铁。” 

 

氧化镁这种矿物已经被人们在计算机模拟和理论模型中研究了数十年之久，然而还从未有人从事过

复制超级地球内部环境的实验。麦克威廉姆斯表示：“要想全面理解一颗行星，我们需要模拟整个系

统。这可以通过先进的计算机模型实现，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可以描述行星磁场的形成机制。下一部要做

的就是确认这种模型是否可以验证我们的这项发现。”有关这项研究的论文已经发表在了近期出版的

《科学》杂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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