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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制造一颗死星？
先不考虑原材料，动力和引力从哪里来都头疼

据国外媒体报道，科幻大片《星球大战外传：侠盗一号》近日在英国上
映，片中著名的“死星”空间站再次引起科幻爱好者的兴趣。

这个有如小型月球大小的战斗空间站直径约120公里， 内部可以容纳
200万人，其威力可以摧毁行星。如此强大的“终极武器”究竟该怎么制造？这
种科幻武器在现实世界里是否可行？ 英国伦敦玛丽女王大学太空物理学家马
丁·阿切尔近日撰文，对“死星”的工作原理、制造可行性等进行了探讨和分析。

马丁·阿切尔介绍说，在《星球大战》中，
这个直径约120公里的空间站由一种被称
为“quadanium”钢（科幻作品中的一种合
金材料）的材料制成，内部可以容纳200万
人。那么，在现实世界里这种庞然大物是否
有可能建造成功呢？我们先不考虑制造这种
庞然大物所需要的大量原材料。因为以现有
钢的生产速度，需要182倍宇宙年龄的时间
才可以生产足够的钢材。阿切尔表示，他更
关注的是如何为如此庞然大物提供动力以
及如何产生足够的引力保证空间站上人员
的平衡稳定。

很明显， 传统的技术可能无法解决这些
问题。 在国际空间站内， 每立方米需要耗电
0.75W。 国际空间站主要由8组太阳能阵列
供电。即使覆盖“死星”表面的太阳能电池板
发电效率高达100%， 每单位空间的用电量

也将比国际空间站要短缺45倍之多。更不用
说，如果“死星”在更加远离太阳的情况下，太
阳能电池板能够提供的电量将更加微弱。

在科幻电影《2001太空漫游》中，提到
通过离心力制造人造引力的技术。为了复制
地球重力， 这个空间站需要每3.5分钟旋转
一圈。这一说法听起来并不荒唐可笑，因为
在《2001太空漫游》中空间站的形状是环形
的。离心力与圆形路径半径成比例。当你向
空间站的中心走时，半径的减小就意味着人
造引力开始逐渐消失。如果这样真的可以人
造引力的话，那么问题来了，“死星”的球形
设计又该怎么办？

或者叫DS-1平台， 是《星球大
战》系列电影中，由银河帝国建造的
卫星大小的战斗空间站。其大部分内
部空间被用于维持大型超级激光炮
和发电机所必需的系统。死星中心是
一个超大型超物质反应室，超级激光
炮直接从超物质反应室汲取动力。死
星的内部有两个重力方向，那些最靠
近表面的区域建造有同心甲板，其重
力指向死星的核心；穿过表面“城区”
外壳后是死星内部层层叠叠的甲板，
其重力指向这座太空站的南极。

在计划的早期阶段，死星被简单
称为“终极武器”，《星球大战外传》中

出现的死星就是第一个死星，根
据剧情设定来看， 死星在这一

部里是绝对不会被摧毁的。对于“死星”来说，“戴森”球遇到的绝大
多数问题都将不再是问题。其直径约13.2公
里的反应堆核心质量比月球小370倍。在反
应堆核心， 钢和钛很难存在于这样的环境
中，但石墨烯却可以很容易承受这样的重心
引力。其实，在空间站的中心并不需要一颗
真正的恒星。未来的核聚变技术将能够提供
足够的能量。 如果核聚变试验能够成功，未
来“死星”生产的能量将是人类能量消耗总
量的200万倍。

但是，问题仍然存在。“死星”内部反应
堆的压力将极其巨大。这种人造恒星的自身
引力并不足以控制聚变等离子体，因此还需
要外力。磁场或将是一种解决方案。唯一的
问题是，我们所需要的磁场将是宇宙中最强
大的磁场之一，是目前地球上我们所制造的
磁场的100万倍， 或与磁星的磁场相当。磁
星是一种拥有极其强大磁场的中子星。

所以，目前建造一个像死星那么大的战
斗基地已经是不可思议的壮举，更无法实现
《星战》中死星所具有的强大威力。

■据新浪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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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星：《星战》的超级武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