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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坦尼克号”沉没

或是月亮惹的祸

2 0 1 2 年 4 月 1 5 日是“泰坦

尼克号”沉船 1 0 0 周年纪念日，

美国纽约格恩西拍卖行将在 4

月一次性拍卖 5 5 0 0 多件“泰坦

尼克号”遗物，而好莱坞经典巨

作《泰坦尼克号》也将以 3 D形

式重返银幕。

鲜为人知的是， 1 9 1 2 年 1

月 4 日，地球和太阳、月球形成

了一条直线，那一天，月球“近

地点”的距离是 1 4 0 0 年中最近

的。 美国科学家相信，正是那一

天异常起伏的海洋潮汐所产生

的强大冲撞和震撼， 导致撞上

“泰坦尼克号”的那块冰山在那

天脱离了它所在的格陵兰岛冰

川，最后漂向北大西洋，并最终

导致了“泰坦尼克号”的事故。

新观点：

美国物理学家认为

可能是月亮致祸

1912 年 4 月 15 日凌晨，20 世

纪初最大、最豪华的远洋客轮“泰

坦尼克号”由英国南安普顿驶往美

国纽约市的处女航途中，在加拿大

纽芬兰岛附近的北大西洋上因为

撞上冰山而沉没，导致至少 1523 人

遇难。

100 年来，关于“泰坦尼克号”

沉没的原因众说纷纭，存在多种不

同的说法，有的说法称是因为轮船

航速太快，导致根本没有时间避开

冰山；有的说法称“泰坦尼克号”上

使用了大量不符合质量要求的次

品铆钉，导致船身钢板外壳和冰山

相撞后立即开裂； 还有的说法称

“泰坦尼克号”舵手罗伯特·希契斯

在慌乱之中听错命令，转错了方向

舵，从而导致轮船撞上冰山沉没。

然而日前， 美国得克萨斯州大

学物理学专家唐·奥尔森和鲁塞尔·

多谢尔在最新一期美国天文学杂志

《天空和望远镜》上撰文披露，“泰坦

尼克号” 撞上冰山沉没可说是由一

系列“巧合”造成的，而导致“泰坦尼

克号”沉没悲剧的“罪魁祸首”，可能

是天上的月亮。“泰坦尼克号”二副

查尔斯·莱特尔获救后面对英国调

查团的询问时， 曾解释客轮沉没当

晚的天气状况：“当时天上没有月

亮。 ”幸存乘客劳伦斯·比斯利后来

也在他的著作《泰坦尼克号沉没记》

中称，“泰坦尼克号”撞上冰山时，当

时夜空中并没有月亮， 只有群星闪

烁。 在那宿命的夜晚，如果天空中有

明月照耀，那么“泰坦尼克号”上的

观望哨就可能会及时发现冰山，从

而避免致命的碰撞。

然而事实上，“泰坦尼克号” 沉没当晚天空

中月亮“缺席”也许只是导致泰坦尼克号撞上冰

山的部分原因，美国科学家研究发现，1912 年春

天， 北大西洋航运线路上之所以出现数目异乎

寻常的冰山， 很可能是由一起千年不遇的天文

现象引发的！

科学家研究发现，1912 年 1 月 4 日，地球和

太阳、月球形成了一条直线，同时那一天，月球

距地球的“近地点”距离是 1400年时间间隔中最

近的距离。

研究发现，1912 年 1 月 4 日，月球距地球的

“近地点” 距离只有 35.6375 万公里， 而平时的

“近地点”距离大约为 36.3万公里。

比利时天文学家简·米尤斯通过精确计算

发现， 在历史上要找到一个比 1912 年 1 月 4 日

更近的月球“近地点”距离，需要回溯到公元 796

年，当年一个最近的月球“近地点”距离大约是

35.6366 万公里，而未来则要等到 2257 年，才会

出现一个比 1912 年更近的月球“近地点”距

离———35.6371万公里。 这意味着 1912年 1月 4

日月球到地球的“近地点” 距离， 堪称是至少

1400年时间间隔中最近的距离。

这一史上罕见的月球“近地点”距离必将在

海洋上引发异常凶猛的“近地点潮”。 除此之外，

科学家还发现，1912 年 1 月 4 日当天，月球和太

阳分别位于地球的反方向， 使得当时的月亮是

满月，从而还会导致特别高低起伏的“朔望潮”；

同时那一天，地球距太阳的“近日点”距离也正

好处于一年之中的最近位置， 导致太阳引力对

潮汐的影响也正好处于一年之中最强大的时

段。 这三大天文现象非常“巧合”地在同一天出

现， 导致那一天的海洋潮汐受到月球和太阳引

力的影响变得尤其强大，科学家测算发现，这些

“巧合”导致那一天月球对海洋潮汐的引力影响

比平时至少增强了 74%。

美国科学家相信， 正是 1912 年 1 月 4 日那

一天异常起伏的海洋潮汐所产生的强大冲撞和

震撼，导致撞上“泰坦尼克号”的那块冰山在那

天脱离了它所在的格陵兰岛冰川， 最后漂向北

大西洋，并最终导致了“泰坦尼克号”的沉没。

美国科学家相信， 西格陵兰岛的冰川是北

大西洋航线上的那些冰山的主要来源， 格陵兰

岛海岸的冰川由于受到剧烈起伏的海洋潮汐的

冲撞影响，冰川边缘开始分裂，从而形成一块块

体积更小的冰山， 随后会被海洋潮流带往北大

西洋航线。

事实上研究人员早就发现，1912 年春季，北

大西洋航线上的冰山数目比往年多了不少，科

学家将那年北大西洋航线冰山异常之多的现象

归结于北极气候“变暖”。

然而直至今天， 美国科学家才意识到，1912

年春天北大西洋冰山异常增多， 极有可能就是

那年 1月的地球、月亮和太阳形成一条直线以及

月球千年罕见“近地点”距离所造成的。

加拿大纽芬兰纪念大学已故研究专家福格

斯·沃德在 1995年就曾提出过这一怀疑，但没有

引起足够的重视。当时沃德称，由于 1912年 1月

4 日异常起伏的巨大海洋潮汐，导致“杰科布夏

文冰川”不断分裂成掉入迪斯科海湾的冰山。 沃

德当时就曾得出一个推论：“撞上‘泰坦尼克号’

的那块冰山， 可能就是在 1912 年 1 月 4 日左右

从冰川上分裂出来掉入迪斯科海湾的。 ”这块从

格陵兰岛冰川上分裂出来的冰山掉入海洋后，

随着海洋潮流以极快的速度驶向“最后的目的

地”，直到在 1912年 4月 15日凌晨撞沉了“泰坦

尼克号”。

也有科学家质疑月亮弄沉“泰坦尼克号”的

说法，冰山在海洋中的漂流速度通常很慢，行经

1200 海里到 1500 海里的距离通常要花 4 个月

到 5个月时间，从格陵兰岛迪斯科海湾到北大西

洋“泰坦尼克号”船难地点约有 1640 海里，这意

味着按照正常速度， 一块冰山从格陵兰岛海湾

驶到“泰坦尼克号”出事地点应该得花 5个半月，

如果撞上“泰坦尼克号”的冰山是当年 1 月 4 日

因为异常海潮的冲击影响而从格陵兰冰川上脱

落的，那么它的“旅行速度”未免过快了一点儿。

此外，还有海洋学家称，西格陵兰岛的海洋

潮流通常会先将冰山带往北部的巴芬湾， 然后

再以逆时针方向漂流，最终被“拉布拉多潮流”

带往北大西洋，这样的话，西格陵兰岛冰川上分

裂的冰山抵达“泰坦尼克号”出事地点，可能还

要花更长的时间。

然而美国专家仍然坚信，1912 年春天北大

西洋航线上的冰山出奇之多，显然和当年 1月份

的罕见天文现象和潮汐异常有关。 研究专家称，

一些冰山有时候会在加拿大北部海岸搁浅，然

后第二年又被强大的海潮带动重新漂浮起来，

所以也有专家怀疑，撞上“泰坦尼克号”的冰山

也许并不是在 1912年、而是在 1911 年就从冰川

上脱落的， 它在漂向大西洋的途中被搁浅在了

加拿大北部海岸上， 然后在 1912 年 1 月 4 日由

于受到罕见天文现象和异常潮汐的影响， 再次

漂浮了起来， 从而有足够时间在 4月 15 日驶至

和“泰坦尼克号”发生相撞的死亡终点。 所以不

管怎么说，“泰坦尼克号” 的沉没都和 1912 年 1

月 4日的天文现象有关。 （据《深圳特区报》）

质疑:冰山漂流慢难以撞上船

受影响：那年春天北大西洋上冰山“出奇多”

海潮猛：“巨大月球引力”导致冰山裂开坠海

沉没日：月球距地球“近地点”距离千年罕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