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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宇宙考古 刷新人类认知
N新华社 中国科学报

近期，人类在对宇宙星空的研究中，发现了
两个“挑战现有认知”的现象。一是詹姆斯·韦
布空间望远镜发现有大质量星系在宇宙大爆炸
后不久出现，形成速度之快难以用现有天文学
理论解释；二是科学家发现太阳系边缘一颗名
为创神星的小行星拥有一个行星环，而这个行
星环出现在一个不可能的地方。

《自然》日前刊载论文
说，詹姆斯·韦布空间望远
镜发现 6 个“候选”星系。
它们在宇宙大爆炸后不久
出现，形成速度之快难以
用现有天文学理论解释。

研究人员分析数据
时，在北斗七星附近一片
不引人注意的区域发现一
些“模糊的点”，亮度异常
且红得不寻常。在天文学
中，红色代表“年长”。随
着宇宙持续膨胀，早期发
光天体发出的紫外线和可
见光朝光谱的红端移动，
最终以红外线的形式如今
抵达近地空间，这种现象
称为“红移”。

研究人员分析后认
为，他们发现的6个红点可
能是星系，大约形成于宇
宙大爆炸后 5亿至 7亿年，
当时宇宙年龄相当于现在
的 3%左右。研究人员依

据数据推算，这些“候选”
星系内部的恒星总质量相
当于 100亿至 1000亿个太
阳。其中一个星系的质量
似乎与银河系相当，但密
度是银河系的 30倍，看上
去与目前宇宙中的星系有
根本不同。

路透社援引论文第一
作者、澳大利亚斯威本科
技大学天体物理学家伊
沃·拉贝的话报道：“如果

银河系是一个体型正常的
成年人，高1.75米，重70公
斤，那么这些星系就像是1
岁的婴儿，体重（与成年
人）差不多，身高不足 7厘
米。早期宇宙充满了怪
诞。”

依据研究人员说法，
这些天体形成于宇宙早
期，依据现有天文学理论
推测，当时“只能存在一些
微小的、年轻的‘婴儿’星

系”，没想到那么早就存在
与银河系一样成熟的星
系。要知道，银河系达到
如今的规模用了超过 130
亿年。

另外，这些“候选”星
系的质量比宇宙学标准模
型推测的大得多，最多相
差 100倍。如果把它们内
部的恒星加起来，“将超过
当时宇宙中存在物质的总
质量”。

一支国际天文研究团队
近期在知名学术期刊《自然》
刊载的论文中介绍，创神星
位于太阳系边缘柯伊伯带，
于 2002 年首次被美国天文
学家发现，以美洲土著居民
神话中的创世之神命名。它
的直径大约 1110千米，大小
约相当于月球三分之一，与
太阳之间距离约为地日距离
的 44 倍。创神星有一颗卫
星，直径约 170千米，在行星
环外运行。

天 文 学 家 2018 年 至
2021 年借助一系列地面望
远镜和 Cheops 太空望远镜
展开天文观测，其间经由观

察掩星现象发现了创神星的
行星环。掩星指一个天体在
另一个天体与观测者之间通
过时产生的遮蔽现象。

路透社援引研究论文主
要作者、巴西里约热内卢联
邦大学天文学家布鲁诺·莫
尔加多的话说：“这是在一个
不可能的地方发现了一个
（行星）环。”那里，依照现有
认知，应该出现另一颗卫星。

据英国媒体报道，创神
星的行星环由被冰覆盖的颗
粒组成，直径约 8200 千米。
它距创神星中心约 4100 千
米，大致是创神星半径的7.5
倍，是洛希极限的两倍多。

行星环指围绕行星旋转
的物质构成的环状带，具体
成因尚不明确。太阳系中木
星、土星、天王星和海王星拥
有行星环，一些较大的小行
星也有行星环。

先前天文学家观测到的
行星环全部位于洛希极限范
围内。创神星的行星环出现
的位置是迄今发现的唯一例
外。研究人员惊讶于它如何
能在如此遥远的地方依旧保
持稳定结构。现阶段一个猜
想是环内颗粒“黏性较低”，
因此碰撞时更可能反弹，而
非聚集。

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天文
学教授维克·迪隆说：“如果
它们外层包裹着非常寒冷的
冰，碰撞起来就相当有弹性，
就像冰雹碰撞而非雪花。大

家儿时了解过壮观的土星
环，因此希望这个新发现能
帮我们进一步了解行星环的
形成。”

关于洛希极限难以解释
这个行星环的存在，路透社
援引意大利国家天体物理学
研究所天文学家伊莎贝拉·
帕加诺的话报道，一种可能
是，创神星可能曾经另有一
颗卫星，但它遭到“破坏性撞
击”，产生的碎块后来形成了
一个行星环，不过这个行星
环“存在的时间非常短，能够
观察到它的概率非常低”，而
科学家们侥幸观察到它。另
一种可能是，冰颗粒聚集的
理论“需要修正”，冰颗粒可
能不会总像人们预期的那样
迅速聚集起来、形成大些的
天体。

指天文学中一个特殊的距离，由法国天
文学家爱德华·洛希首先计算出来并因此得
名。如果两个天体之间的距离小于洛希极
限，较大天体的潮汐力可以将较小的天体撕
碎，产生的碎块可能会形成环状带，围绕较大
天体运转。而那些在洛希极限以外的碎块，
尤其是岩石和冰等碎块密集区，就会倾向于

“抱团”，进而吸引更多碎块，像滚雪球一样越
来越大。依据现有理论，这种滚雪球效应将
导致几十年就可能形成一颗小卫星。

依据当前主流宇宙学理论，宇宙起源于138亿年前的一次大爆炸，在大爆炸后38
万年到大约1.5亿年间，经历了没有任何发光天体的“黑暗时代”。在“黑暗时代”末
期，宇宙大尺度结构在暗物质引力作用下显现，诞生了第一代恒星和星系。暗物质
是理论上可能存在的一种不可见物质。科学家在天文观测中发现很多疑似违反牛
顿万有引力定律的现象，但可以在假设暗物质存在的前提下得到很好的解释。根据
科学家推算，在宇宙物质总质量中，普通物质约占15%，其余85%是暗物质。

拉贝说，年轻的星系
要在 7亿年内“长”到银河
系的规模，其成长速度必
须是银河系的 20倍左右。
在宇宙大爆炸后这么快就
存在如此大质量的星系，
这与当前宇宙学模型相
悖，而这一模型代表了科
学界对宇宙运行方式的最
佳理解。对于这种矛盾，
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星系

的形成还有人类目前未知
的方式，“似乎有一个通道
是快车道，而快车道创造
出了怪物”。

英国诺丁汉大学天体
物理学家埃玛·查普曼告
诉英国《卫报》，如果大爆
炸后不久就能形成如此巨
大的星系，表明“黑暗时代
可能没有那么黑，或许宇
宙中大量恒星形成的时间

远比我们认为的早”。
据英国《科学通讯》季

刊网站报道，英国赫特福德
郡大学天文学家埃玛·柯蒂
斯-莱克给出了另一种解
释：部分新发现的星系的
核心存在超大质量黑洞，
看起来像星光的东西可能
是黑洞吞噬的气体和尘埃
发出的光。韦布望远镜先
前拍到过一个活跃的超大

质量“候选”黑洞，经分析，
其形成时间比上述“候选”
星系更早。不过，科学家
目前还难以解释为何宇宙
大爆炸后这么快就能形成
超大质量黑洞。

柯蒂斯-莱克说，为确
认新发现天体的“身份”，
天文学家需要进一步确认
它们的距离、质量、光谱信
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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