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跨越5500万光年的曝光：
原来你是这样的黑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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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
XIANDAIJINBAO

2019年4月10日，人类终于得见黑洞的真
容！这张照片，证实了神秘天体黑洞的存在；这
张照片，使得爱因斯坦的百年猜想终得检验！

人类揭秘宇宙的速度从未像今天这么快，
但速度的背后却是百年的积累、沉淀与等待。

为了这一“眼”，人类等了100多年。从爱因
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到惠勒的“黑洞”概念，再
到霍金的“黑洞理论”……已故的科学大师虽
未亲眼得见黑洞真容，但他们的猜想却激励着
后人不断求解，把他们的理论付诸实践。

为了这一“眼”，人类插上了想象的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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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这一“眼”，无数科学家仰望星空、低
头演算，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只为花开的那
一刻。全球 30 多个研究所 200 多位科学家参
与到了一项庞大科学计划，为联合世界各地
的 8 台射电望远镜，人类花费 10 年，制图又耗
费 2 年。

为了这一“眼”，人类把创造力和想象力发
挥到了极限。由8只“眼睛”组成的虚拟事件视
界望远镜，北至西班牙、南至南极，口径达到了
地球直径。这一“巨眼”，带领人类穿越星空，从
海量的数据中，去勾勒黑洞容颜。

探秘宇宙不能仅靠一国之力。它需要自主
创新，更需要人类的共同努力。对于这样一个

大科学计划，人类依靠通力协作，让黑洞露出
真颜，以眼见为实的方式，证实了黑洞的存在，
试图解答星系中的壮观喷流如何产生并影响
星系变迁。

这一“眼”，虽然用了百余年，但正是怀揣
着揭开未知的梦想，秉承科学探索的精神，让
人类在探秘宇宙的征途上不断开启新的窗口。

探秘宇宙的伟大事业，始于梦想、基于创
新、成于实干。梦想不仅支撑科学进步，更支撑
人类一往无前！

今天，当仰望浩瀚星空的孩子问你：“宇宙
有黑洞吗？”你可以自豪地回答：“看！这就是黑
洞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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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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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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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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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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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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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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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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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跻身一流
成国际科学合作重要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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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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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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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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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难以想象的计划寻找“至暗信号”

首次“看到”黑洞：爱因斯坦说对了

□新华社4月10日电

一“眼”百年 一往无前●新华时评

44月月99日日，，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中方团队成员在讨论中方团队成员在讨论
黑洞照片的成像原理黑洞照片的成像原理。。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金立旺金立旺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