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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测到对称的日球层
美国航天局喷气推进实验

室在一份公报中介绍，“旅行者
2号”搭载了5个科学探测设备。
此次发表5篇论文，每篇侧重解
释一个探测设备所获数据。

在论文中，研究人员确认，
“旅行者2号”于2018年11月5日
飞出日球层进入星际空间。 此
时，该探测器距太阳约180亿公
里。 信号以光速从该位置传回
地球需要超过16小时。

日球层犹如太阳风吹出的
巨大“气泡”，太阳系行星都处
在“气泡”内。“旅行者1号”2012
年飞出日球层时距太阳约183
亿公里， 这之前科学家并不知
道这个“气泡”究竟有多大。

对比两个探测器的“穿越”
位置可为研究日球层结构提供
线索。 参与研究的美国艾奥瓦

大学学者比尔·库尔思说，通过
对比两个探测器的穿越点可基
本看出日球层形状是对称的。

对比数据还揭示了日球层
顶的某些特征， 比如在不同位
置日球层顶厚度不同。 日球层
顶是日球层最外缘边界， 太阳
风与星际风在这里达到平衡。
科学家认为日球层顶会随太阳
活动移动， 就好像肺部随着呼
吸扩张和收缩一样。

探明太阳系和星际空间
的边界

太阳系与星际空间的边界
地带充斥着哪些物质？“旅行者
2号”也获得一些线索。 进入星
际空间时， 它搭载的高能粒子
探测仪检测到日球层粒子数量
骤降， 同时宇宙射线量剧增并
保持在高水平。 此前“旅行者1
号” 发现日球层可以将地球及

其他行星受到的宇宙射线辐射
减少七成以上。

两个探测器获得的数据均
显示， 它们完成穿越时周围等
离子体密度剧增。 等离子体是
由正负离子、 电子及中性粒子
组成的特殊物质形态。 科学家
此前已知， 日球层内的等离子
体炽热而稀疏， 星际空间内的
等离子体冰冷而密实。

参与研究的艾奥瓦大学荣
誉教授唐纳德·格尼特说， 最新
数据表明“那种认为太阳风在深
入宇宙空间时逐渐减弱的老观
点是不正确的”。 等离子体密度
剧烈变化意味着，太阳系和星际
空间之间有一个明确边界。

“旅行者2号”数据证实，星际
空间边界的等离子体温度确实低
于日球层内等离子体， 但比此前
预期略高。数据还显示，“旅行者2
号” 飞离日球层前等离子体密度

也曾略微升高， 表明等离子体在
日球层内缘和外缘经过了两次压
缩，但尚无法解释原因。

“旅行者”项目科学家、美国
加州理工学院物理学教授爱德
华·斯通说：“‘旅行者’探测器向
我们展示了太阳与填充银河系
恒星间大部分空间的物质如何
相互作用……如果没有‘旅行者
2号’传回的新数据，我们就无法
知道‘旅行者1号’看到的景象是
整个日球层的特征，还是只与它
穿越的地点和时间有关。 ”

发现平行的宇宙磁场
宇宙磁场广泛存在于宇宙

每个角落。“旅行者2号”磁场传
感器的观测数据印证了“旅行
者1号”的一个惊人发现：日球
层顶外缘区域磁场方向与日球
层顶内部磁场方向是平行的。

科学家最初通过“旅行者1

号”发现这个现象时，他们不确
定这种有序的磁场排列是外部
星际空间的普遍特征还是巧
合， 最新数据表明太阳系内外
磁场方向很可能是一致的。

1977年，美国发射了“旅行
者1号”和“旅行者2号”探测器。
不过名称在后的“旅行者2号”
反而先发射16天， 它最初设计
寿命为5年，用于观测木星和土
星， 但此后继续向太阳系边缘
飞行， 又观测了天王星和海王
星，到现在已运行42年。 目前，
两个探测器中速度较快的“旅
行者1号” 距太阳超过220亿公
里，较慢的“旅行者2号”距太阳
约182亿公里。

美国航天局说，“旅行者”
姊妹探测器上携带有关于人类
文明的声音、图片和影像，有望
在数十亿年后仍然在宇宙中传
递人类文明的信息。 /新华社

“旅行者2号”星际穿越看到了什么
一年前，美国“旅行者 2 号”探测器飞出日球层，成为继“旅行者 1 号”之后第二个进入星际空间的人类探测器。
“旅行者 2 号”从太阳系进入星际空间看到了什么？ 本周出版的新一期英国《自然·天文学》杂志刊发一组论文，详解“旅行者 2 号”传回的首批“星际穿越”数据，让人们得以窥见太阳系与

星际空间“接壤”之处的神秘图景。

美媒称， 根据一项新的研
究， 我们的宇宙不是像床单那
样呈扁平状，而可能是弯曲的，
如同一个充了气的巨大气球，
这是 11 月 4 日发表在英国《自
然·天文学》杂志上一篇新论文
的结论。

据美国趣味科学网站 11
月 5 日报道， 该研究考察了来
自宇宙微波背景 (CMB)———即
宇宙大爆炸的微弱回声———的
数据。 但是并非所有人都对此

结论感到信服： 这项新研究结
果基于 2018 年发布的数据，不
仅与多年来的传统看法不符，
而且也与最近另一项依据同一
组 CMB 数据集的研究结果相
矛盾。

据这篇新论文称， 如果说
宇宙是弯曲的， 那么它的弯曲
度是和缓的。 这种和缓的弯曲
度对于我们的生活、 太阳系甚
至银河系的运转并不重要。 但
是，走出所有这一切，前往我们

银河系区域之外很远的地方，
进入茫茫黑暗中， 最终———在
沿直线行进的时候———你将会
绕个圈子，回到出发的地方。

宇宙学家称这一概念为
“封闭宇宙”。 它已经存在了一
段时间， 但不符合有关宇宙运
行方式的现有理论。 因此，它在
很大程度上遭到了排斥， 得到
支持的是“平坦宇宙”理论，即
认为宇宙无边无际地向每一个
方向伸展，自身不构成回路。

据这篇论文的作者说，迄
今为止对 CMB 进行的最准确
测量得出的数据存在异常，这
为宇宙终究是封闭的提供了确
凿的、 但并非绝对结论性的证
据。 论文的作者包括英国曼彻
斯特大学宇宙学家埃莱奥诺拉·
迪瓦伦蒂诺，意大利罗马大学宇
宙学家亚历山德罗·梅尔基奥
里， 以及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
大学宇宙学家约瑟夫·西尔克。

梅尔基奥里说， 宇宙膨胀

的传统模型暗示宇宙应该是平
坦的。 根据这一模型，把太空的
扩张倒回最开始的时候， 即宇
宙大爆炸后最初的 10-25 秒，
随着太空从它发源的那个极其
微小的点中生发出来， 你将会
看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指数级扩
张的时刻。 这种超快速扩张的
物理特性指向一个平坦的宇
宙。 他说，这就是大多数专家认
为宇宙是平坦的首要原因。

/新华社

研究显示宇宙可能是个巨大的环

自去年 11 月中央召开民
营企业座谈会后， 各部委密集
发声，地方加快出台支持举措。
《经济参考报》记者获悉，据不完
全统计，截至目前，31 省份已有
数百个配套文件陆续出台并落
地。 据了解，支持民企发展政策
还将加码，将更多鼓励民企参与
长三角区域一体化、 制造强国、
网络强国等国家战略，多个重点
领域将向民企放开。 恰逢长三角
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一周年
之际，三省一市有关部门也在酝
酿新举措支持民企融入长三角
区域一体化发展大局。

“一年多来，为着力解决融
资问题、落实减税降费、保护企
业家精神等， 各部委密集出台
文件，31 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也陆续召开会议，并
出台系列配套举措， 各省份相
关政策少则 20 多个多则 30 多
甚至 40 多个。 ”全国工商联原
副主席、 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
会长庄聪生在接受《经济参考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从中央到
地方对民营企业的重视程度可
谓“空前”，相关政策逐步落地
生效。

民营企业的获得感增强。
全国工商联 11 月 2 日发布的
《2019 万家民营企业评价营商
环境报告》显示，企业对要素获
得与保障水平总体评价较高，

特别是今年中央实施的大规模
减 税 效 果 得 到 企 业 认 可 。
54.39%的企业对减税降费总体
效果满意。 支持实体经济的金
融政策和金融创新工具逐步落
地， 有 6 成以上的调查企业实
际享受到纾困专项债、绿色债、
专项债（除纾困外）等政策。

“民营企业发展预期趋稳，
投资信心有所回升。 调查显示，
对当地经济前景的信心、 本企
业盈利前景的信心较高的企业
占全部调查企业的比例均超过
50%。 ”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李兆
前表示。

支持民企发展利好仍在密
集释放。 继中央全面深化改革
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
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后，
《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日前正式
颁布。

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综合
改革 司司 长 徐善 长 2 日 在
2019 中国（温州）新时代“两个
健康”论坛表示，下一步国家发
改委将推进相关任务细化实
化， 明确推进落实的路线图和
时间表，推动有关地方、部门出
台落实细则，完善配套政策。 建
立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工作
协同推动机制， 推动各部门支
持民营企业改革举措的系统集
成，进一步放大改革总体效应。

此外， 将全面实施好市场
准入负面清单制度， 打破各种
形式的市场准入不合理限制和
隐形壁垒。 逐步清理废除妨碍
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规
定和做法， 尤其是针对民营企
业的地方保护、区域封锁、行业
壁垒和企业垄断。

值得一提的是， 多个国家
战略向民企开放， 也将成为下
一步支持民企发展的重点。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相
关部门负责人处获悉， 我国将
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 鼓励和
引导民间资本进入电信等领
域， 开放基础电信运营及竞争
性服务， 支持民企参与制造强
国和网络强国的战略实施。

更多支持民企参与长三角
一体化战略举措也将加快落
地。 在上述论坛的长三角一体
化分论坛上， 相关部门负责人
已作出明确表态。

“长三角一体化战略的深
入实施， 将诞生我国高质量发
展的区域集群， 这将为民营企
业和民营企业家搭建一个施展
身手的大舞台。 ”上海市发改委
副主任、 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
室常务副主任阮青说。

浙江省委常委陈伟俊表
示，支持浙江温州、台州开展跨
区域发展。 更好激发民营经济
创新动能， 更大拓展民营经济

发展空间， 更多供给民营经济
制度红利， 支持民营经济参与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安徽省副
省长王翠凤表示， 要促进民营
企业更好地融入长三角一体化
发展。 加强战略协同、机制协同
和服务协同， 联手打造一批更
高水平的服务平台， 携手共建
产业示范园区。 上海市委统战
部副部长赵福禧表示， 要引导
三省一市市场主体整合产业、
技术、人才和市场资源，优化配
置，合作共赢。 探索长三角区域
一体化合作的新路径。

不过， 江苏省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许仲梓也表示， 民营企
业参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
略， 仍然存在不少需要关注的
问题与阻碍。 一些深层次的隐
性壁垒的消除还远未达到要
求， 阻碍着要素资源的跨省域
流动。 要及时发布更新政策措
施和指导性意见。

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
联主席高云龙介绍， 要服务、引
导和支持民营企业积极投身长
三角一体化发展等国家战略。 鼓
励民企全面参与长三角一体化
的创新协同，让更多处于全球产
业链、创新链、价值链高端的“领
袖企业” 在长三角地区扎根成
长。

据了解，下一步将大力促进
市场主体协同联动，为民营企业

携手国有企业深化产业链、供应
链、创新链合作创造条件，鼓励
民营经济跨区域并购重组和参
与重大基础设施建设， 做实主
业，走“专精特新”发展道路，释
放市场主体活力和创造力。 要大
力配合跨区域政策协同试验，为
破除制约一体化发展的行政壁
垒和体制机制障碍、建立统一规
范的制度体系。

“无论是长三角区域一体
化发展，还是落实制造强国、网
络强国等国家战略， 都离不开
民营企业的参与。 不过，要让民
营经济在国家重大战略落实中
更好发挥作用， 政策层面还需
要进一步完善。 ”中国企业联合
会研究员、 企业研究处处长刘
兴国对记者表示。

刘兴国建议， 进一步采取
新举措， 继续为民营企业减负
增活力。 只有民企达到足够盈
利水平， 才有可能承担与落实
好国家重大发展战略。 此外，要
加快调整现有创新政策， 鼓励
民营企业积极参与国家科研项
目、创新工程的同时，将财税政
策导向转向于奖励创新成果与
成果的商业化应用， 推动民企
以创新突破增强落实国家战略
的能力。 还要进一步打造公平
竞争环境， 让民营企业在参与
国家战略项目投资中平等获得
信贷支持。 /新华社

民营企业座谈会一周年 数百个配套政策落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