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啦,黑洞,请先来个自我介绍

黑洞:好。

我在全球新闻发布会现场为你介绍。我活了100多亿
年,人类终于给我拍了张照片。今天,我的“写真”以特刊形
式发表在《天体物理学杂志通信》上,为我拍照的设备是一
个口径如地球大小的“虚拟”望远镜,200多位科研人员通
过将地球上不同地点的8个射电望远镜组合成观测阵列,
终于拍下了我的“盛世侧颜”。

黑洞,原来过去这些年你只是“传说”?

黑洞:没错!

解说:尽管在《星际穿越》等科幻电影中,我们曾一次次
“真切”地领略黑洞的瑰丽,但那些画面都只是导演们“一厢
情愿”的想象,黑洞到底长啥样没人真正见过。

约100年前,以爱因斯坦为代表的伟大科学家预言,大
质量恒星在燃料耗尽、生命终结之后会向内部中心区域崩
塌、集聚,最终形成黑洞。

早期,黑洞只存在于牛顿万有引力定律和爱因斯坦广
义相对论的公式和方程中,因为太过“超出人类理解”,就连
最早预言的人都怀疑黑洞的真实存在。“直至2015年,人类
首次探测到两个黑洞合并所产生的引力波,才强有力地证
明了黑洞的存在,但那仍只是间接证明。”参与此次国际合
作的中科院上海天文台台长沈志强说。

所以,无图无真相,在没有眼见为实“看到”黑洞之前,
它一直是“传说”。

这位“隐士”,你到底“躲”到哪里去了?

黑洞：如果非要给“你我”之间加上个距离，
那就是5500万光年

解说:此前,黑洞确凿地存在于科学家们无数的推测数
据中,但我们始终未曾与其谋面。如今,人类终于为黑洞拍
下了第一张照片。

沈志强指着这张照片说:“人类拍到的这个黑洞,位于
室女座星系团中一个超大质量星系——M87的中心,距离
地球5500万光年。我们所在的银河系也是‘室女座’星系
团的一员。”

听说你长得“大到没边”,那究竟是多大?

黑洞:不准确!我只是很重,但我的体积很小。

解说:在多数人的想象中,黑洞之“大”超出人类对于大
尺寸数量级的直观认知。但准确说,“黑洞只是质量和密度
超乎想象的大,比如这次拍到的黑洞质量是太阳的65亿
倍,属于超大质量黑洞,但体积却比较小,小到在其内部几
乎没有空隙。”参与此次国际合作的中科院上海天文台研究
员路如森说。

举个例子,“如果我们要将太阳变成黑洞,必须将太阳
压缩到一个半径非常小的空间内。”沈志强说,而一旦太阳
被压缩到这么小的空间内,就可以改名叫“黑洞”了,它拥有

超强引力“先天基因”,可“吞噬”周围的气体、尘埃,乃至临
近的恒星系和较小的黑洞。超强引力帮助黑洞以极其暴力
的方式“跑马圈地”,宣誓自己的“势力范围”。

首张黑洞“写真”拍的是你哪个“部位”?

黑洞:我的侧颜“轮廓”。

解说:参与此次国际合作的、论文发表工作组五成员之
一、中科院上海天文台副台长袁峰说:“照片中,黑色圆影的
中央‘隐藏’着黑洞的真身。圆影外侧新月形的光环是黑洞
周围气体发出的光,所以,准确地说,首张黑洞‘写真’拍到
的是黑洞的‘轮廓’。”

黑洞,你到底黑不黑?

黑洞:外面黑,里面也许不黑。

黑洞像个“至暗无底洞”,即便大名鼎鼎的“最牛飞毛
腿”——光也难逃“魔洞”。但已故科学家斯蒂芬·霍金推
断,黑洞并不像想象的那么黑,事物可以从黑洞逃脱。

哪个是真?哪个是假?
“从照片上看,黑洞的势力范围之内的确漆黑一片,但

是势力范围里面,那个质量超大、体积超小的天体到底什么
颜色,照片上还看不清楚。”沈志强说。

而对于被黑洞吞噬的一切事物有没有科幻电影中畅想
的“逃离通道”,路如森说:“仍不清楚,照片中没法看到,可
能没有。”

听说物理教科书中 某些理论失效了?

黑洞:高兴得有点儿早。

2016年,有科学家在对2015年人类第一次观测到的
引力波数据进行分析后表示,在黑洞周边,爱因斯坦的广义
相对论可能会失效。真的吗?

黑洞首张“写真”揭晓了谜底。袁峰说,在没有拍到黑
洞照片之前,科学家根据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精准计算出
了黑洞真身外黑色区域和新月形光环的结构。“拍到黑洞照
片后,我们发现,真实情况跟我们计算的结果一模一样,可
见,观测结果验证了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

但是,沈志强说,由于目前我们还无法“看清”黑洞的最里
面,那里的运行规律是否与人类已知物理定律相悖还不得而知。

物理教科书目前再次经受住了考验,你兴奋吗?

人类“百年等一照”,然后呢?

黑洞:难道就不想再看看我到底是不是宇宙
中最厉害的存在?

作为宇宙中第一批亲眼看见黑洞的“碳基生物”,生活
在今日地球上的人类已然可以“无悔”,但好奇心不止的人
类依然在努力。

“首次拍到黑洞真容只是迈出了人类认知黑洞的历史
性一步,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增加观测望远镜的数量、分辨
率,甚至不排除在外太空‘组建’更高清晰度望远镜的可能
性。”袁峰说。

“我们希望用更短的时间拍出细节更丰富、角度更多样
的黑洞照片,也希望有朝一日能在宇宙中开展系统的‘黑洞
普查’。”沈志强说,这将有助于进一步验证爱因斯坦广义相
对论等人类基础科学理论,也有助于人类弄懂黑洞到底是
怎样的存在,星系中心壮观的喷流是如何产生的,宇宙究竟
有多大、如何形成又如何演化。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黑洞,人类“终极
三问”的答案都在你那吗?

我们好期待!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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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首张月背照片到首张黑洞照
片,人类观测宇宙的新窗口正在不断
打开。在探索宇宙奥秘的征程中,中
国也不断贡献着智慧。

我国科学家全程参与了给黑洞拍
照这项国际合作,在早期推动这一项
国际合作、望远镜观测时间申请、夏威
夷望远镜观测运行、后期数据处理和
理论分析等方面均做出了贡献。

沈志强说,基础科学研究的国际
合作是大势所趋,但很多时候不能只
靠经费投入“凑份子”,前期研究和人才
积累是取得合作“话语权”的重要因素。

从“中国天眼”(FAST)到“世界巨
眼”(SKA),从人类基因组测序到泛第

三极环境研究,近年来,中国参与国际
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加大,在吸收
世界创新养分的同时,也不断贡献中
国智慧。

随着全球射电天文学方兴未艾,接
连涌现类星体、脉冲星、星际分子和微
波背景辐射四大天文发现。近年来,我
国陆续建成多座射电望远镜,口径从
25米到65米再到500米,从追赶到并
跑,天文学研究开始逐步跻身一流。

“过去一二十年间,中国在射电天
体物理学、天文学等领域取得了巨大
进展,在此次国际合作中做出了不可
或缺的贡献。”荷兰奈梅亨大学教授海
诺·法尔克说,随着中国的射电干涉测

量和太空探索能力迅速增长,中国将
成为国际科学合作的重要参与者。

黑洞的顺利成像不是终点。
主持欧洲地区发布会的德国马克

斯·普朗克射电天文研究所所长安东·
岑苏斯强调,未来还将增加望远镜的
数量,甚至对新的黑洞进行观测,继续
验证广义相对论的有关预测,借此了
解星系的形成和演进,为人类解开更
多奥秘……

爱因斯坦说,科学是永无止境的,
它是一个永恒之谜。

“在伟大梦想的支持下,人类科学
探索的脚步,将永不停歇。”沈志强
说。 （据新华社）

几天来，黑洞给人们造成的震惊、愕
然、惊奇，冲击波之巨大，可能仅次于黑
洞本身。对于这个以前仅是存在于科学现
象或科幻文学作品中，现在突然“梦幻成
真”、从天而降的超级“不明之物”，科学
家从不同专业、以不同的方式反复讲解，
人们从各自的角度交流议论、发出感慨，
一时间几乎人人关注黑洞、观察黑洞。

作为一个科盲，在看热闹、受科普、开
眼界的同时，也由此引发一些思考和认识。

世界那么大，每个人都有自己不知不
觉无解的“黑洞”。科学家说，黑洞的质
量可以达到太阳的100多亿倍！这还不算
完，我们现在估计银河系里面有几亿个、
几十亿个甚至更多的黑洞，真正被观测到
的，大概也就几十个。这是什么概念，只
能说无知限制了我辈的想象力。或者说，
我们想象力的“黑洞”难以想象，现实远
比想象精彩。面对浩瀚无垠的宇宙、异常
纷繁复杂的世界，谦虚些吧，谁也别说自
己很厉害很牛。

科学的态度就是不懈地追求，面对不
为人知的“黑洞”目标一步一步地探索、
求证、解决。当年，天才物理学家爱因斯
坦的广义相对论推导出了黑洞的存在。

100多年来，一代又一代科学家“一茬接
着一茬干”，不懈努力，今天通过科技手
段观测、证实了黑洞的存在。再往上溯，
从地心说到日心说，经过长期的研究、探
索，甚至斗争、牺牲，人类的认知不断扩
大，对宇宙的认识，进而对世界的认识、
对自身的认识才越来越趋于正确、合理、
更为科学。科学探索如此，干任何事情、
任何事业也如此，非得有这样的追求、精
神和毅力才能成功。

团结的巨大力量，可以认知、解决难
以想象的各式各样的“黑洞”。黑洞照片
的成功取得和发布，让我们在钦佩科学家
专业态度和不懈追求毅力的同时，也钦佩
全球科学家们精诚团结协作的精神。经过
10 多年的谋划、两年来的合作，来自全
球30多个研究所的200多名科学家们，利
用分布于全球不同地区的8个射电望远镜
阵列组成一个虚拟望远镜网络，共同完成
了让人类第一次看到黑洞视界面的“雄心
勃勃的庞大观测计划”。有这样的团结协
作精神，什么样的计划能完不成，什么样
的目标实现不了！

黑洞，让我们眼界大开的同时，也进
一步脑洞大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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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月10日,人类终于看见黑洞真容!
这张在全球多地同步公布的“大片”,证实了神秘天体黑洞的存在,也使得爱因斯坦的百年猜想终得检验!
经过10多年准备,四大洲8个观测点组成虚拟望远镜网络——一个如同地球直径大小的事件视界望远镜,在

集齐所有观测数据并深度分析后,让黑洞终于拥有了一张“正面照”。
为何要给黑洞拍照?获得这张照片有多难?人类合作探究宇宙还将揭示哪些新的奥秘?新华社记者第一时间

采访了参与国际合作的中外科学家,对此作出解答。

浩瀚星空中,黑洞是极神秘又惹
人遐思的天体。

它,“吞噬”一切,连光也无法逃
脱。它,体积小、质量大,可以弯曲周
围的时空。它的“前世今生”带着重重
谜团,让人好奇无比。

百余年来,人类探寻黑洞奥秘的
脚步从未停歇。

从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率先预
言黑洞的存在,到惠勒提出“黑洞”概
念,再到霍金提出“黑洞是时空的扭曲
者”……科学家们日益相信,宇宙中存
在许多大小不一的黑洞,甚至在银河
系的中心就有一个超大黑洞。

多年来,一些间接证据陆续证实
黑洞的存在,人类不断插上科幻翅膀
勾画黑洞容颜。

科幻电影也在不断“幻想”黑洞影
像。在电影《星际穿越》中,黑洞“卡冈
图雅”是那深不见底的黑色中心与明
亮立体的气体圆圈。

就在4年前,两个黑洞合并产生
的引力波信号被科学家“捕捉”到,成
为科学界的一个里程碑事件,人类开
始“听”到黑洞。

这一次,人类终于眼见为实。
此次露出真容的黑洞,位于室女

座一个巨椭圆星系M87的中心,距离

地球5500万光年,质量约为太阳的
65亿倍。它的核心区域存在一个阴
影,周围环绕一个新月状光环!

“观测结果与理论预言非常一致,
这证实在黑洞这样的极端条件下,广
义相对论仍然成立。”中国科学院上海
天文台台长沈志强说,先辈科学家为
我们这个世界搭建的理论模型,再次
经受住考验。

上海天文台研究员路如森难掩兴
奋:“黑洞的暗影区域和光环,相当于
打开一扇窗,未来可以更好地重构黑
洞‘吞噬’的物理过程,深入了解这个
过程中发生的奇异事件。”

给黑洞拍照的难点,在参与此次
大科学计划的专家眼中,可以用三个
字来形容:“小”“暗”“扰”——细节太
小,信号太暗,干扰太多。

黑洞如此遥远,寻找它如同从地
球观察月球上的一个橘子,需要的望
远镜口径超乎想象。况且,这个望远
镜还要足够灵敏,才能“看”得清极其
微小的细节。

自400多年前伽利略发明望远镜
以来,人类科技水平的飞速提升让望
远镜的口径越来越大、“分工”越来越
细。但要给黑洞拍照,依靠人类现有
任何单个天文望远镜都远远不够。

这是一个难以想象的大科学计

划:用分布全球的8个观测点,组成一
个口径如地球直径大小的虚拟望远
镜。条件苛刻的观测点,包括夏威夷
和墨西哥的火山、西班牙的内华达山
脉、智利的阿塔卡马沙漠、南极点等。

要顺利拍照,不仅要“看”得远,还
要选对频道。“对黑洞成像而言,最佳
的波段进行观测至关重要,这个波段
就在1毫米附近,成像的分辨率相当
于能在黑龙江漠河阅读南沙群岛上的
一张报纸。”路如森说。

不同的望远镜各有所长。正是给黑
洞拍照的这一特殊要求,让包括“中国天
眼”在内的一些大型望远镜“束手旁观”。

专家解释,这一波段的黑洞电磁

波辐射最明亮,而背景“噪音”的干扰
又最小。

拍照难,洗照也不易。望远镜记录
下的海量数据,需要进行复杂的后期处
理和分析,才能获取最终的黑洞图像。

以2017年4月的观测为例,每个
台站的数据率达到惊人的32GB/秒,
8个台站在 5天观测期间共记录约
3500TB的数据。专家表示,如果是
像看电影一样不间断地看,这些数据
至少需要500多年才能看完。

该国际合作项目负责人、哈佛大
学教授谢泼德·多尔曼表示,10多年
来,正是技术的突破、新望远镜的建
成,最终使人类能够“看到”黑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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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赓

我看我说■■

拍照难在哪拍照难在哪??用难以想象的计划寻找用难以想象的计划寻找““至暗信号至暗信号””

跻身一流,中国成为国际科学合作重要参与者

首次“看到”黑洞:爱因斯坦说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