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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承民调侃道：“任何不拜访银河系
中心超大质量黑洞人马座A*的银河系之
旅都是不完整的，因为我们不仅会看到一
场引人入胜的灯光秀，甚至可能会发现关
于时空真实性质的关键线索。”

去年，事件视界望远镜团队为人马座
A*拍摄了第一张照片，这张模糊的橙色

“甜甜圈”图像也霸占了世界各地报纸的
头条。

黑洞的边缘被称为“事件视界”，任何
穿过事件视界的东西都会被黑洞吞噬，但
在事件视界之外，时空的极端扭曲意味着
光可被拉进一个“无尽的圆圈”。来自银
河系内外所有恒星的光都被困在这个“光
子球”内。在这里，有机会看到一部真正
无限播放的宇宙电影。

N新华

在远离光污染的地方，如郊外、农村、高
山等地区，夏日银河像一道气势磅礴的瀑布、
一幅色彩斑斓的油画、一束绚丽多彩的礼花，
令人惊叹，让人难忘。从古至今，“身在此山
中”的人类如何探索银河“庐山真面目”？

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科普主管王科超
介绍，现代天文学者普遍认为，银河系是一
个盘状的、带有旋臂结构的、密集的恒星群
体，是宇宙数万亿个星系中的一员。但由于
人类身处银河系中，始终无法看到银河系的
全貌，对银河系的认识经历了漫长的过程。

人类对于银河系的科学认识，最早可
以追溯到17世纪初。1610年，伽利略首次
利用望远镜观察银河，发现银河是由大量
恒星组成的。18世纪末，英国天文学家威
廉·赫歇尔自制一批望远镜观星，并首次
尝试描绘银河系的形状和太阳在银河系
中的位置。但在当时的观点看来，银河系
是扁盘状的，太阳位于银河系的中心。

“下一位颠覆人类对银河系认知的，
是美国天文学家埃德温·哈勃。当他在20
世纪发现仙女座大星云是银河系之外的
另一个星系后，人们才真正意识到，人类
所处的银河系并非整个宇宙，只是宇宙无
数星系里的一员。”王科超说。

进入21世纪，各国科学家继续尝试构
建更精确完整的银河系“地图”。2011年起，
我国自主设计的郭守敬望远镜开始先导巡
天，天文学家为银河系重新画像，发现它比
原来认识的大了一倍。2013年，欧洲航天局
发射“盖亚”探测器，到2022年，其收集到的
约20亿颗恒星数据形成了新的银河系多维
地图。今年5月，我国科学家提出对银河系
旋臂形态的新认识：银河系由内部对称两旋
臂和外部多条不规则旋臂组成，更像是一个
普通多旋臂星系，而非之前被广泛接受的四
条旋臂均从内到外的特殊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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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如何探秘银河

□科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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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几十年间，人类的目光掠过了太
阳系内诸多奇妙景象：火星上纵横交错的
河道、土卫二上不断向太空喷射的间歇
泉、冥王星上寒冷的冰山等。

如果把视野延伸到更远的地方，会捕
捉到哪些惊喜呢？英国《新科学家》杂志
网站在近日的报道中，描绘了一场令人振
奋的银河系最壮丽景观之旅：从一个“网
红”黑洞到一条暗物质河流；从人类宜居
的系外行星到一场盛大的宇宙烟花……

据张承民介绍，迄今科学家已经在银
河系内发现了 5000多颗围绕恒星运行的
行星，其中最令人感兴趣的是半人马座比
邻星b，因为它是离地球最近的系外行星，
其距离约4.22光年。科学家认为，比邻星
b或许适合生命繁衍生息。

科学家推测比邻星 b 应该位于宜居
带。虽然比邻星b与其主恒星的距离只有
0.05个天文单位（日地距离），但其主恒星
是一颗红矮星，其质量只有太阳质量的
12.3%，光度仅为太阳的 1.55‰，因此比邻
星 b表面的温度并不高，理论上来讲允许
液态水存在。

此外，比邻星b每11天绕其恒星运行
一次，并处于潮汐锁定状态。因此，比邻
星 b的一面永远处于白天，而另一面则被
困在永恒的黑夜。在这里将看到真正的
外星奇观：永远挂在天空中的日落。

快速射电暴（FRB）一直困扰着天文
学家。2020年他们首次在银河系内发现
了FRB，其来自磁星SGR1935+2154，这也
是旅行的下一站。

对 SGR1935+2154应该保持警惕，即
使在距其1000公里的地方，强烈的磁性也
会将原子撕裂成薄雾。但在安全距离外，
会看到其表面闪烁奇怪的光，因为磁星会
扭曲它周围的时空，使其附近传播的光发
生折射。

“仔细观察 SGR1935+2154可帮助我
们弄清楚 FRB是如何产生的。一种观点
认为，带电粒子的星风从磁星的北极和南
极涌入，撞击磁场并引发辐射。另一种观
点认为，FRB是由磁星地壳中被称为‘星
震’的巨大震动引起的。”张承民说。

下一个旅行目的地是一颗巨大的
恒星，其亮度是太阳的10万多倍，位于
猎户座，在寒冷的冬季发出深红色的
光芒。这颗名为“参宿四”的恒星“性
情多变”，它随时都可能爆炸成一颗超
新星。

张承民解释说：“它之所以如此巨
大，部分原因在于它生而巨大，但主要
原因是它已膨胀为一颗超红巨星。它
耗尽了维持核燃烧的氢元素，正在燃烧
氦元素，这导致恒星不断向外膨胀。”

“末日即将来临的景象是这样
的：通常氦燃烧只足够一颗恒星支撑
几百万年，随后恒星会疯狂地燃烧掉
剩余的其他较重的元素，碳元素可供
其燃烧几百年，随后，氧元素燃烧可
为其续命 6 个月，生命的最后一天，
这颗恒星会将硅燃烧成铁元素。”张
承民描述道。

旅行正式开始。首先会跳进一条贯穿
整个银河系的恒星“河流”——S1流。太阳
身处其中，宛如撒哈拉沙漠中的一粒沙。

为找到 S1流的源头，需要将时钟拨
回 90亿年前，那时银河系正处于动荡的
年轻时代，其强大的引力将临近的矮星系
拖拽撕裂，最终只剩下一堆碎片，形成这
个快速移动且由恒星等构成的“河流”。

2017年，天文学家使用欧洲空间局的
“盖亚”探测器，证实 S1流是一个古老矮
星系的剥离残骸。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张承
民向记者介绍说：“对恒星运动的测量表
明，矮星系富含暗物质。因此，S1流主要
是一条暗物质流，沿着 S1流旅行将让我
们有机会破解物理学领域最大的谜团之
一——暗物质的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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