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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AI（人工智能）的帮助下，英国一实验室研究人员首次以虚拟
方式“展开”2000年前的一个碳化纸莎草卷。在此之前，一代代的学者
和科学家们为破解这些古卷的秘密已努力了250多年。

据美联社近日报道，18世纪50年代，考古人员在现意大利境内的
古罗马小城赫库兰尼姆一座豪华别墅遗迹内，发现数百个纸莎草卷。
这座小城和它邻近的庞贝古城一样，都在维苏威火山公元79年喷发
时被火山灰覆盖。这些纸卷虽然保存了下来，但已经是糖块大小的碳
化状态，一旦试图展开就会碎裂。

这些纸卷上记载的内容对研究当时的历史格外珍贵，因此科学家
们一直在为解开其中奥秘而努力。2023年，几位科技行业领头人发起
了“维苏威挑战”竞赛，以重金悬赏方式，激励人们借助机器学习、计算
机视觉和几何学等手段破译纸卷中的文字。

“维苏威挑战”发起者之一、美国肯塔基大学计算机学专家布伦
特·西尔斯说，如今，该挑战取得“历史性突破”：英国牛津附近“钻石光
源”公司研究人员用粒子加速器产生强力X射线，对纸卷进行扫描，然
后用人工智能将扫描出的图像拼在一起，搜索文字痕迹并提高清晰
度。这一过程可以生成纸卷的三维图像，随后，研究人员将纸卷在电
脑上虚拟地展开。

此次扫描复原的纸卷是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保存的三个纸卷
之一，包含的可复原文字比研究人员之前所有的普通扫描件更多。

不过，AI并没有识别出多少文字。
博德利图书馆人员彼得·托特说：“我们仍处于一个漫长过程的开

始……研究人员非常积极，也非常有信心继续提高图像质量和文字的
可识别性。” 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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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月16日，在埃及东部省卡拉姆斯村，村民赛义德
在自家的纸莎草纸制作作坊整理草纸。

新华社发（艾哈迈德·戈马 摄）

2012年4月12日，游客在意大利庞贝古城参观，远处
是维苏威火山。

新华社记者 王庆钦 摄

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是世界上最大的峡谷之一，
经湍急的河流冲刷数百万年才形成。在月球背面也
有两道这样的大峡谷，却在不到10分钟内形成。

英国杂志《自然-通讯》4日刊载的一份研究报告
显示，一颗小行星在约38亿年前撞击月球，溅起大量
石块。这些高速飞行的石块落下后，在月球表面冲撞
出两道大峡谷。

美国大学太空研究学会研究人员分析美国国家
航空航天局月球勘测轨道飞行器获取的月球图像和
数据，利用电脑模型分析当年撞击碎屑飞行方向和速
度后，得出上述结论。

研究人员推测，当年撞击月球的小行星直径约25
公里，以5.5万公里的时速撞击月球后，在月球背面南
极附近形成直径320公里的撞击盆地。撞击溅起的石
块流以每秒1公里的高速掠过月球表面，形成两道又
深又长的大峡谷，从撞击盆地向外延伸。

美国大学太空研究学会发布的新闻公告说，这两
道大峡谷深2.7到3.5公里，宽20至27公里，长270至
860公里。

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深约1.8公里，宽6.4至29公
里，长440多公里。这个被纳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的
大峡谷历经数百万年才形成，月球上的两道大峡谷却
在不到10分钟内形成。研究报告主要作者、美国大学
太空研究学会月球与行星研究所地理学家戴维·克林
说，这两道大峡谷的形成是“非常暴力、非常戏剧化”
的过程。

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形成两道大峡谷需要的巨大
能量，相当于全球目前现有核武能量总和的130多倍。

新发现对美国即将开展的探月任务或许是个好
消息。美国计划在未来几年内重返月球，派遣宇航员
在月球南极附近登陆并采集月球岩石标本。研究人
员说，小行星撞击令原本埋藏在月壤下面的远古岩石
露出或接近月表，更方便宇航员采集。

来源：新华社

小行星38亿年前撞月球
10分钟“刮”出两道大峡谷

日前，我国天文爱好者
成功观测并拍摄到月球表
面浮现的“X”形地貌。

上弦月的时候在月球
的缺口处可以看到“X”形地
貌，这种现象被称为“月面
X”，它是月球表面的一种独
特光影现象。当月球表面
的拉卡耶环形山、普尔巴赫
环形山和比安基奴斯环形
山的顶部被阳光以近乎贴
着月面的角度照亮，月球表
面就会出现这种类似字母

“X”的形状。
月面 X 出现的时间非

常短暂，仅持续约1小时，而
且每次发生的时间段也不
同，因此并非每次上弦月都
能看到，观测机会十分难
得。考虑到上弦月的时刻、月亮的位置，我国公众今年有6次机会见到它，2月5日是第一
次。

本次月面X浮现的时间是5日16时23分左右，但此时天空还比较亮，17时左右到18时
左右观赏为宜。

当日傍晚，正月初八的上弦月如约现身天宇。天文爱好者王俊峰18时左右在北京市西
城区对月面X进行了观测。“在智能望远镜的镜头里，月面阴影错落有致，月面X清晰可
见。”王俊峰说。

虽然已经多次观测过这一现象，但每一次的成功观测还是会让王俊峰有些兴奋。“每每
看到这个‘X’浮现，总会让我感受到大自然的神奇，并想分享给更多的人。”他说。

无独有偶，天文爱好者王健民在江苏省连云港市连云区也对月面X进行了观测和拍
摄。“在望远镜的视场里，月球明暗交界线处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类似‘X’一样的字母。这一
幕真是太神奇了！”王健民说。

据了解，下一次我国公众可见的月面X发生在4月5日晚，观测条件明显要好于2月5
日这次。届时，在夜色的映衬下，月面上的“X”形图像会更加清晰。

来源：新华网

拍到了！
今年首场适合我国观测的月面“X”形地貌浮现

2月5日在江苏省连云港市连云区拍摄的
月面X现象。 （王健民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