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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球“人脸”可能源于早期火山喷发

  文章来源：新华网 林小春 发布时间：2014-10-02 【字号： 小  中  大 】 

  从地球上看，月球表面的巨大黑斑块酷似一张“人脸”。美国科学家1日说，这张“人脸”可能源于月球早期的

火山喷发，而不是此前认为的小行星撞击。 

  月球“人脸”位于一个直径约3000公里、相当于美国国土面积的月球盆地。天文学家曾认为这里是一片海洋，

因此称它为“风暴洋”并延续至今。许多国家都流传着这张“人脸”的民间故事。科学界此前普遍认为，这张

“脸”是月球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小行星撞击事件形成的，而后又发生了一些小规模的小行星撞击，形成了类似眼睛

等人脸特征的小陨坑。 

  麻省理工学院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当天在《自然》杂志上报告说，他们利用美国“圣杯”姐妹探测器2012年的观

测数据绘制了这张“人脸”的高清图，发现这张“脸”的边缘并不像以前认为的那样是圆形，而是呈多边形，其夹

角为120度左右。 

  “圣杯”首席科学家、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玛丽亚·朱伯解释说，如果是小行星撞击，那么产生的应该是圆形或

椭圆形陨坑，而这种120度的夹角不可能是小行星撞击的产物。 

  朱伯等人提出一种新的解释：月球形成并冷却之后一段时间，即距今约30亿至40亿年前，有大量高温岩浆从月

球内部向外扩张，岩浆与月球表面之间的温差导致月球表面出现许多裂缝，制造出所谓“岩浆管道系统”，从这些

“管道”喷出的岩浆在如今的“风暴洋”地区冷却后，便形成奇特的“人脸”形状。 

  研究人员又根据“圣杯”姐妹探测器获得的引力数据构建模型进行模拟，结果也支持最新解释。 

  但月球早期为什么会有高温岩浆向外扩张？朱伯说，这仍是一个谜，也许是因为月球深处的元素在放射性衰变

过程中产生大量热量，也许是一次大型小行星撞击事件引发这种喷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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