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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国外媒体近日报道，美国国家科学院的专家报告指出，2012年太阳将进入新一轮活动高潮期。美

科学家担心，人类对将可能发生的太阳风暴准备不足，而这种太空风暴有可能会切断人类社会的电力供

应、手机信号，甚至包括供水系统，其影响将渗透到现代社会的每一个方面。  

 

本期关注：美专家警告2012年太阳风暴可能严重影响人类 

    王华宁：中国科学院空间环境研究预报中心副主任、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太阳活动重点实验室

太阳活动预报研究单元研究员。长期从事太阳活动研究工作。  

这两天国外媒体报道了这样一条消息：美国专家警告2012年太阳风暴可能严重影响人类。ABC新闻

网站的标题是《是否一场“卡特里娜飓风式”的太阳风暴正在酝酿》；FOX的标题则是《强烈的太阳风

暴可能让美国数月内陷于停顿》。 

 

那么，这一警告是危言耸听吗？毕竟曾经出现过不少所谓的“灾难大预言”，后来被证明是无稽之

谈，让人们一笑而过。 

 

并非危言耸听 

 

不过，这一警告并非危言耸听，而是建立在科学研究基础之上的结论。 

 

天体演化理论已经揭示，太阳作为一颗相对稳定的恒星，至少已有40亿年以上的历史。在如此漫长

的时间里，到底发生过多少次剧烈的爆发活动无法详尽考证；但对银河系类似太阳恒星的观测表明，这

种爆发肯定非常频繁，有时候规模还非常巨大，远远超过卡特里娜飓风的威力。飓风仅仅是地球大气的

剧烈运动，而太阳爆发包括强烈的电磁辐射、高能粒子流、大规模的日冕物质抛射，并在行星际空间触

发规模巨大的激波。这些激波冲击地球磁场和大气，引发地磁暴、电离层暴等。 

 

我们知道太阳每隔11年就会迎来一个爆发活动频繁期，类太阳恒星也有周期性活跃现象。此外，生

命现象出现于太阳系的时间与太阳的寿命相比，可以认为是非常短暂的。而生命现象中演化出人类则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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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认为是瞬间。也许太阳爆发活动是催生人类的重要自然因素之一，也不排除成为人类消亡的因素之

一。原因是目前的太阳爆发活动强度还不至于冲破地球大气和磁场的保护，对地球上的现存物种构成致

命威胁。但这并不意味着太阳爆发活动总是像现在这样“温和”。一旦太阳爆发能量超过地球磁场和大

气的防护能力，必然引起地球附近空间环境发生强烈变化，这就要淘汰一些不适应这种变化的物种，催

生能够适应这种变化的物种。因而在太阳和太阳系演化尺度上看，太阳风暴常有，而人类不常有。所

以，我的说法也许比美国同行更“危言耸听”，新陈代谢不过是宇宙中的普遍规律。 

 

但是需要强调的是，现在就对此感到恐慌完全没有必要，因为短时间来说，人类还不会面临如此严

重的生存危机；我们的“危言耸听”也是站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尺度上来说的。 

 

人类所依赖的高技术系统对太阳风暴很敏感 

 

在这次的报道中，美国的专家指出，一旦发生特别剧烈的太阳风暴，除了卫星和GPS定位系统可能

完全瘫痪，输电网也会变得非常脆弱和不稳定，甚至完全关闭；还可能导致“交通瘫痪、通信中断、金

融业崩溃和公共设施乱套，水泵停转造成饮用水供应中断，缺乏制冷设备，食品和药物都难以有效保

存”。报道还指出，早在1859年就发生过类似事件，当时的太阳爆发竟然导致电报线烧毁。而现在地球

上布满了有线和无线设施，但这些设施都难以经受强太阳风暴袭击的考验。 

 

关于太阳风暴对人类造成危害的例子，以前媒体报道得更多的是针对人类航天活动方面的影响，但

到底强烈的太阳风暴会不会对地面上的设施和人类产生严重、广泛的影响呢？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但如果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也就不难回答了。当人类在地球上还

是弱小物种的时候，受到自然灾害影响的机会也很少，主要是面临被其他物种消灭的危险。事实上，飓

风、地震和海啸经常发生，为何现在会造成大量的人类死亡呢？原因是人类已经成为地球上唯一的优势

物种，因而必然要承受自然灾害的考验。这一点也是考察恐龙灭绝原因的现实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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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这些系统对于周围环境的变化也越来越敏感，因而技术系统的灾害事件对人类社会影响的程度也

会越来越大。目前来看，对于太阳爆发活动敏感的高技术系统主要有：航天、通信、导航、电网、输油

管道等系统。另外，太阳活动在更深层次上通过调节地球上的地震、旱涝等自然灾害发生的频度和强

度，全面影响人类社会。 

 

人类该如何未雨绸缪 

 

如果说人类已经预见到强太阳风暴可能带来的巨大危害，那么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来减少损失呢？ 

 

首先，我们需要提高的是对太阳活动的预报能力。 

 

从已经积累的太阳观测资料来看，人类对于太阳活动的长期变化和太阳短期内的活跃程度高低还是

能够有效预测的。比如，我们能够预测下一个太阳活动高峰期在2012年左右，能够通过对太阳上的黑

子、日珥、冕洞等各种观测现象判断未来数十小时内太阳活动水平的高低和预报太阳风暴产生的概率。

这些预测能力对于航天器发射与飞行、航天员的太空活动、卫星载荷加固与防护、通信系统的抗干扰加

固、电力系统防护等都有重要的帮助。 

 

不过，实事求是地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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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是我们还只能依赖遥感方法间接测定太阳大气中的诸多物理参数，这些间接测定的参数只能定

性描述太阳大气的物理状态，因而无法给出相对精确的太阳活动预报。因此，未雨绸缪，我们首先要做

的就是深入研究剧烈太阳活动产生的物理机制，提高预测能力。 

 

另外，人们还需要分析研究高技术系统在太阳风暴中的脆弱因素，提高技术系统抵御太阳风暴的能

力。还要加强太阳风暴和空间天气灾害科普，提高全民的防灾意识。而要作好上述准备，需要加大对相

关领域的科研、教育方面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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