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寂灭万乘-永夜之下星辰的寂灭与宇宙的万乘
<p>永夜之下，星辰的寂灭与宇宙的万乘</p><p><img src="/static-i
mg/7KSRrp25x_Nqr_PdhwhRbPqPPqNs72J2MQsYA7nRrCdRKA7
-tbzM1QssUS5nD-4G.jpg"></p><p>在遥远的宇宙深处，有一颗名为
KIC 8462852的恒星，它以其异常的光度波动而闻名于天文学家。这种
波动有些时候会让人联想到“寂灭万乘”，因为这颗恒星时而亮、时而
暗，仿佛是在向我们讲述着一个关于生命和消亡的大故事。</p><p>科
学家们猜测，这种光度变化可能是由围绕恒星运行的一系列巨大的行星
造成的。这些建议行星可能是通过捕食其他小行星或破片来维持自己的
存在，而不是像我们的太阳系那样通过吸引气体和尘埃形成环形系统。
这种不同寻常的地球外生态系统，让人们对“寂灭万乘”这个概念有了
新的理解——即使在最遥远的地方，也有一种生命形式，其存在方式与
我们所熟知的地球上的生态系统截然不同。</p><p><img src="/stati
c-img/xHZJjglBQ6vyrHMHOXsX1vqPPqNs72J2MQsYA7nRrCcCNf
GQ9b4PI3rGSejtKCAo.jpg"></p><p>但KIC 8462852并非唯一一个
引发人类好奇心的人造物。在2009年，一群天文学家发现了一颗名为P
SO J318.5-22的小型恒星，他们称它是一颗孤独的小行星，因为它似
乎没有被任何母恒星所照亮。这样的发现挑战了传统观念，使得人们开
始思考如果有一天，我们能遇到一种能够自我繁殖、不依赖母恒星光热
和资源来维持自身存在的小行星，那么它们将如何“寂灭万乘”。</p>
<p>此外，在近年来的研究中，还有一些理论认为，即便是在某些极端
条件下的微生物也能存活下来，并且这些微生物可能会在适宜环境中繁
殖，从而实现“寂灭万乘”。例如，一些科学家提出了假设说，在火山
喷发后的高温环境中，某些耐高温微生物可以从岩石中释放出来，然后
利用地球上丰富资源进行复制，最终导致整个火山口地区成为新生的生
态系统。</p><p><img src="/static-img/l9R95_Kv-MOdWNKpDgjn
IvqPPqNs72J2MQsYA7nRrCcCNfGQ9b4PI3rGSejtKCAo.jpg"></p>
<p>总结来说，“寂灭万乘”不仅是一个描述宇宙无尽奥秘的一词，它



更是一个指向未知领域探索者的灯塔。不论是KIC 8462852那样的超级
地球，或是PSO J318.5-22那样的孤独小行 星，或是那些潜伏在地表上
的微生物，只要它们能够适应环境并存活下去，就意味着自然界中的另
一种可能性正在悄然展开。</p><p><a href = "/pdf/959689-寂灭万乘
-永夜之下星辰的寂灭与宇宙的万乘.pdf" rel="alternate" download=
"959689-寂灭万乘-永夜之下星辰的寂灭与宇宙的万乘.pdf"  target="
_blank">下载本文pdf文件</a></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