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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今晚 !时，我们或将成为第
一批“看到”黑洞的人类！

虽然人类早已确认了黑洞这
种神秘天体的存在，但黑洞到底
长什么样，还真没人知道。

为了一睹黑洞的真实模样，
"#$%年 &月，由世界各地 '个天
文台的亚毫米射电望远镜组成的
虚拟望远镜网络“事件视界望远
镜”发力，对银河系中心黑洞人马
座 (!和星系 )'%中的黑洞展开
观测。观测结束后，大型计算机集
群再对各个望远镜收集的数据进
行合并与分析，从而生成黑洞的
形象图，也就是我们今晚 !时将
看到的人类史上首张黑洞照片。

黑洞究竟长得什么样!

说起黑洞，大家都不陌生，但
黑洞到底是什么，能清楚解释的
人或许并不多。
“黑洞”一词在 *!+' 年由美

国天体物理学家约翰·惠勒提出，
但其实早在 *%',年，英国地理学
家约翰·米歇尔就已经意识到：一
个致密天体的密度可以大到连光
都无法逃逸。这也是如今我们对
黑洞最基本的认识：像一个无底
洞，能吸入周遭一切物质，连光都
逃不出来。

黑洞的引力非常大，其势力
范围被称作黑洞的半径，也被称
作事件视界或视界面———顾名思
义就是视线所能到达的界面。

天文学家根据质量将宇宙中
的黑洞分成了三类：恒星级质量
黑洞（几十倍!上百倍太阳质量）、
超大质量黑洞（几百万倍太阳质
量以上）和中等质量黑洞（介于两
者之间）。根据理论推算，银河系
中光恒星量级的黑洞就有上千万
个，可到目前为止，人类还只确认
了 "-多个黑洞的存在。因为以现
有的技术条件，我们无法直接看
到黑洞的真容。科学家也只能采
取一些间接方式来探测黑洞，比
如观察吸积盘和喷流。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
员苟利军解释，在某些时候，恒星
级质量的黑洞会存在于一个恒星
周围，将恒星的气体拉来自己身
边，产生一个围绕黑洞旋转的气
体盘，也就是吸积盘。当吸积气体
过多，一部分气体在掉入黑洞事
件视界之前，在磁场的作用下被
沿转动方向抛射出去，形成喷流。
吸积盘和喷流两种现象都因为气
体摩擦，产生了明亮的光与大量
辐射，所以很容易被探测到，黑洞
的藏身之处也就“暴露”了。

&*年前，就有人把黑洞“画”
了下来。*!%'年，天体物理学家
让.皮埃尔·卢米涅利用自己的专
业知识和想象力，使用一台 +#年
代的 /0) %#&#穿孔卡片计算机，
首次模拟出了黑洞的样貌。利用
电脑模拟生成的数据，卢米涅化
身“人体打印机”，用钢笔和墨水
在底片上描绘黑洞。这幅模糊的

图像展示了观察者靠得足够近时
看到的一个扁平盘内物质坠入黑
洞的景象。

卢米涅并不是唯一对黑洞真
容充满好奇的人，&*年来，很多人
都希望这种神秘的天体可视化。

首张黑洞照片哪里来!

要观测黑洞、可视化黑洞，自
然离不开望远镜。从 *%世纪初人
类发明望远镜至今，天文望远镜
口径越来越大。然而要观测黑洞，
依靠目前任何单个望远镜都远远
不够。因此，全球 "##多位科研人
员开展了国际合作天文项目“事
件视界望远镜”。

事件视界望远镜的“八只眼
睛”位于美国、墨西哥、智利、法
国、格陵兰岛和南极，这 '台射电
望远镜构建起一个口径等同于地
球直径的“虚拟”望远镜，向被选
中的黑洞撒出一张网，捞回海量
数据，为我们勾勒出黑洞的模样。

事件视界望远镜的观测目标
主要有两个，一是银河系中心黑
洞人马座 (!，一是位于星系 )'%

中的黑洞。之所以选这两个黑洞

作为观测目标，是因为它们的事
件视界在地球上看起来是最大
的，其他的要么很小，要么很远，
要么又远又小，观测难度更大。

人马座 (!黑洞的质量是太
阳质量的 &##万倍，但因为和地
球间的距离远，研究它的事件视
界，就好比我们站在地球上去看
一个放在月球表面的橙子。

为何大费周章拍张照!

给黑洞“拍张照”不容易，“洗
照片”更耗时超长。'台射电望远
镜收集大量数据信息，并用数据
向科学家们描述出黑洞的样子。

此次事件视界望远镜观测涉
及的站点区域非常广阔，产生的
数据量也十分庞大。据介绍，事件
视界望远镜每一个晚上所产生数
据量可达 "10 2*10 3*#"&40 3

*#&'5%+607，和欧洲大型质子对
撞机一年产生的数据量差不多。

在观测结束后，各站点收集
的数据被汇总到数据中心。在那
里，大型计算机集群对数据合并
与分析，从而生成黑洞的图像。这
张照片一洗就洗了整整两年。

& 年前，8/69 的两个探测仪
探测到了由双黑洞合并产生的引
力波信号，人类第一次听到“宇宙
的声音”。如今，科学家们又花费
大量时间、精力和金钱，为探寻黑
洞的真容而不断努力。这么大费
周章地给黑洞“拍张照”，值得吗？

天文爱好者、科学摄影师陈
海滢说，“此前，黑洞的形象非常
抽象。此次实体影像一旦搜集成
功，将让黑洞成为具体的形象，对
科学研究有巨大帮助。”

今天晚上即将公布的这张黑
洞照片，可能会像各式黑洞模拟
图一样壮观绚丽，也可能只有几
个模糊的像素点，但史上第一张
黑洞照片和事件视界望远镜项目
都意义非凡，这是人类在黑洞观
测史上迈出的重要一步。

它将验证爱因斯坦广义相对
论，帮助科学家了解黑洞如何吞噬
物体、喷射喷流，证明黑洞边缘，
即黑洞事件视界的存在，或许还
能找到不同于黑洞的未知物体。

无论怎样，我们即将成为有
史以来第一批“看见”黑洞的人
类，运气不错！

经过近两年“冲洗”，史上首张黑洞照片今问世

今今今晚晚晚999时时时，，，我我我们们们将将将“““看看看见见见”””黑黑黑洞洞洞
本报记者
黄佳琪

! ! ! !自诞生之日起，黑
洞理论便饱受争议，但
这并不妨碍它成为天
体物理学研究的焦点。
在世界首张黑洞照片
面世前，黑洞探索过程
中的这十个重要时间
点你需要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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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2日，科学家他
们目击到一枚恒星被一个
超巨质量休眠黑洞撕成碎
片并吞噬的细节。美国航天
局（NASA）随后公布了吞
噬恒星细节照片（合成制作
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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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6日凌晨，
美 国 国 家 航 天 局
（NASA）公布消息，天
文学家利用钱德拉 X
射线望远镜发现地球
附近一个年仅 30岁
的黑洞，这也是人类
科学史上发现的最年
轻的黑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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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
天体物理学家让

-皮埃尔·卢米涅笔
下的黑洞。这幅模糊
的图像展示了观察者
靠得足够近时看到的
一个扁平盘内物质坠
入黑洞的景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