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嫦娥奔月、吴刚伐桂、玉兔捣药……自古

以来，人们对月球有着无限的遐想。由于地球

强大的引力让月球总是一面朝向地球，所以人

类在地球上只能看见月球的“正面”，看不到

“背面”。

1 月 3 日，嫦娥四号探测器成功着陆在

月球背面东经 177.6 度、南纬 45.5 度附近的

预选着陆区，并通过鹊桥中继星传回了世界

第一张近距离拍摄的月背影像图，嫦娥四号

月球车玉兔二号在月背留下了人类探测器

的第一道印迹。此次任务实现了人类探测

器首次月背软着陆、首次月背与地球的中继

通信。

12月 4日，嫦娥四号和玉兔二号在完成月

球第十二月昼的工作后，进入了第十二月夜的

休眠状态。着陆区域崎岖不平、大坑套小坑，

玉兔二号采取稳步慢速的行驶方式，自成功着

陆后已累计行驶 345.059米。

为何人们对月球背面如此执着？这不仅

仅是好奇心、探索欲的驱使，“月球背面的电磁

环境非常干净，在那里开展低频射电探测是全

世界天文学家梦寐以求的事情，将填补低频射

电观测的空白。”国家空间科学中心副主任、月

球与深空探测总体部主任邹永廖说。

科学家认为，在月球背面开展低频射电天

文观测，将为研究太阳、行星及太阳系外天体

提供可能，也将为研究恒星起源和星云演化提

供重要资料。

嫦娥四号首次获得近距离月背影像图

银河系的恒星盘看起来似乎是一个总体

上平坦的圆盘，但实际并非如此。

2 月 5 日，正值大年初一，《自然·天文》期

刊在线发布了一项重大研究成果，我国天文学

家首次通过对恒星的观测向人类展示了银河

系外盘惊人的翘曲结构。

论文的联合通讯作者、国家天文台恒星与

恒星系统团队首席科学家邓李才表示，理论

上，星系盘一直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在外盘

处，巨大的星系盘会逐渐向上或向下卷起，整

体形成一个接近炸薯片一样的弯曲状态。天

文学家称这种形状为星系盘翘曲，这种结构可

以在侧向的河外盘星系上直接看到。

事实上，此前的大量观测表明，这种翘曲

形状在宇宙中较为常见，大约三分之一的河外

盘星系都或多或少展现出翘曲形状。只是由

中国科学家发现银河系外盘翘曲结构

提起银河系、太阳系，人们首先想到的往

往是太阳、八大行星以及太阳系“小伙伴”相邻

星系等，无数小行星们常常由于“身材玲珑”而

被忽略。实际上，小行星也蕴藏着不少关于星

系演化的大秘密。

2 月 22 日，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

（JAXA）宣布，“隼鸟 2 号”探测器完成了首次

在小行星“龙宫”上着陆取样任务。“隼鸟 2

号”与“龙宫”的亲密接触时间只有几秒钟，

其向“龙宫”发射了一颗“子弹”，溅起小行星

表面物质，借机采样。而就在 12 月 3 日，“隼

鸟 2 号”已经顺利完成此次探索任务，携着从

远方带来的“礼物”，踏上了它的归途。若返

航顺利，“隼鸟 2 号”将在 2020 年 11 至 12 月回

到地球的“怀抱”。

“‘龙宫’引力只有地球的十万分之一，且

在快速自旋，这对于自主控制完成采样的‘隼

鸟 2号’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北京理工大学自

动化学院副教授曾祥远表示，执行小行星采样

返回任务具有重要意义。小行星演化程度低，

保留了太阳系形成初期的原始信息，采回样品

或将为揭示太阳系起源、行星演化等提供重要

线索。再者，深空自主控制技术、探测器推进

技术，以及采样技术等均是人类孜孜以求的高

新技术，对带动高科技创新和增强科技实力具

有重要引领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小行星贝努探测计划

也在稳步进行中。12 月 12 日，美国国家航空

航 天 局（NASA）宣 布 ，探 测 器“ 奥 西 里

斯-REx”项目团队已选定小行星贝努上一处

名为“夜莺”的地点作为采样点，预计相关样本

可以帮助研究人员深入了解这颗小行星的形

成历史。按计划，探测器将在 2020年 8月首次

尝试对贝努进行“一触即走”式采样。

“隼鸟2号”实现“龙宫”小行星取样

观测宇宙，望远镜就是我们的眼睛。

3 月 12 日 ，平 方 公 里 阵 列 射 电 望 远 镜

（SKA）项目 7 个创始成员国——中国、澳大利

亚、意大利、荷兰、葡萄牙、南非和英国，在意大

利首都罗马正式签署了成立政府间国际组织

的 SKA天文台公约。

SKA 是继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ITER）之

后中国参与的第二个国际大科学工程。它并

非单台望远镜，而是一个望远镜网络，由 2500

面直径 15 米的碟形天线以及 250 组低频和中

频孔径阵列组成，因接收总面积约“1 平方公

里”而得名。

据报道，这项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天文

学工程预计将于 2021年 1月 1日开建，2024年

左右收获第一批数据，2028年完成一期 10%规

模的建设。项目的设计寿命为 50年。

在过去5年中，来自20个国家的1000多名

工程师和科学家共同参与了 SKA的设计工作，

在不同国家设立了新的研究项目、教育计划和

协作机制，以培训新一代科学家和工程师。

7国签署SKA天文台公约

自 20 世纪开始，人们对黑洞的探秘就从

未停止过。然而，经过全球 200多位科学家数

年的努力，直到今年的 4 月 10 日，人们才真正

看到第一张黑洞“照片”。

该图像揭示了室女座星系团中超大质量

星系 M87 中心的黑洞。这个黑洞距离地球十

分遥远，有 5500万光年，黑洞的质量约为太阳

的 65亿倍。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对这张照

片的评述为：这张图片清楚地显示了一个圆形

和黑暗中心区域的环形结构——它是黑洞的

阴影，突出了辉煌的背景，这个影子是重力偏

离光的组合，充满了关于这些迷人物体性质的

信息，并允许研究人员测量黑洞的巨大质量。

位于南极、智利、墨西哥、美国、西班牙的

8 台亚毫米波射电望远镜，利用甚长基线干涉

测量技术（VLBI）构建成一个口径等同于地球

直径的超级“虚拟”望远镜，即事件视界望远镜

（EHT）。

众所周知，黑洞巨大的引力使得光都逃逸

不掉，那么科学家怎样给它拍照？事实上，这

张图像是重构出来的，就像平时医院做核磁共

振，所看到的片子也是通过测量人体局部图像

的不同空间频率成份重构出来的。

获得首张黑洞图像着实不易。中国科学

院上海天文台研究员路如森表示，这张黑洞图

像所看清的部分，相当于从美国纽约看到巴黎

咖啡馆里的客人正在读着的一张报纸上的文

字。随着这张来之不易的图像在多国科学家

的通力合作下最终完成，黑洞天文学新时代的

序幕从此拉开。

第一张黑洞“照片”面世

宇宙是什么样子的？哈勃太空望远镜汇

总了以往的数据，给宇宙绘制了一副图像。

5 月，哈勃太空望远镜项目的科学家公布

了最新的宇宙照片——“哈勃遗产场”（HLF），

这是迄今最完整最全面的宇宙图谱，由哈勃在

16 年间拍摄的 7500 张星空照片拼接而成，包

含约 265000个星系。

“这幅类似马赛克的图像包含了宇宙中

星系生长的完整历史，从‘呱呱坠地的婴儿’

到‘长大成人’。”该项目首席研究员、美国

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天文学家加斯·伊林

沃斯说。

这张图像上，有些星系甚至距离地球 133

亿光年，也就是说，其年龄至少为 133亿岁，是

宇宙大爆炸后 5亿年诞生的星系。

科技不断进步，人类探索星空的脚步不会

停歇。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表示，哈

勃太空望远镜拍摄的这幅图像的景深有望在

10 年内被超越。21 世纪 20 年代中期，更强大

的“宽视场红外探测望远镜”（WFIRST）将发

射升空。如果一切按计划进行，WFIRST拍摄

的每张照片的景深都将是哈勃太空望远镜的

100 倍。届时，新的宇宙“全家福”有望囊括数

以千万计的遥远星系。

NASA公布迄今最详细宇宙图谱

遥远宇宙中会突然出现短暂而猛烈的

无线电波暴发，持续时间极短，通常只有几

毫秒，却能释放巨大的能量，这就是快速射

电暴。

人类探测到的快速射电暴中，其中大部

分是“一次性”的、非重复的，少数是来自同

一地点的“重复”快速射电暴。很多学者致

力于寻找这些遥远信号的“家乡”，而相比于

“重复”快速射电暴，确定“一次性”快速射

电暴的来源要难得多。

6 月 28 日，《科学》期刊发表文章表明，

一个国际天文学团队首次发现“一次性”快

速射电暴 FRB 180924 的准确来源。研究人

员开发出一种新技术，利用快速射电暴抵达

“澳大利亚平方公里阵列探路者”射电望远

镜不同天线之间的微小时间差，制作了一幅

展示“一次性”快速射电暴来源的高清图，确

定了 FRB 180924 来源于 36 亿光年外 1 个大

小类似于银河系的星系，并且发现它的起始

位置位于该星系的边缘地带，距星系中心约

1.3 万光年。

该研究不仅跨出了非重复射电暴来源定

位的第一步，也为解释这种困扰了天文学家

十几年的宇宙“神秘电波”提供了关键线索。

人类首次确定非重复快速射电暴来源

月球绕着地球转，地球绕着太阳转，就会

有一些特殊时刻，三者正好处于一线。当月

球处于太阳和地球之间，地球某些地区的太

阳光就会被月球完全挡住，日全食这场天文

好戏就开始上演了。

北京时间 7 月 3 日凌晨，南太平洋和南美

洲南回归线以南地区出现日全食。这次日全

食是 2019 年度唯一的一次日全食，但其日全

食带仅宽 150 公里、长 9600 公里。该狭长区

域只涵盖了智利和阿根廷的部分地区，其余

皆是汪洋大海。

这 场 天 文 盛 世 吸 引 了 无 数 天 文 爱 好

者。据国外媒体报道，在日全食最明显的智

利科津波省，涌入了约 30 万人等待这场天

文奇观。

据悉，在地球上同一地区看到日全食的

几率大约为 300 年一次，而看到月全食的几

率大约为 3 年一次。也就是说，生活在某一

固定地区的人，有生之年能看到多次月全食，

但几乎无缘目睹一次日全食。

今年唯一日全食在南美上演

北京时间 10 月 8 日，是天体物理的高光

时刻。瑞典皇家科学院在这一天宣布，2019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花落”美国科学家詹姆

斯·皮布尔斯，以及两位瑞士科学家米歇尔·
马约尔和迪迪埃·奎洛兹，以表彰他们在天

体物理领域所作出的杰出贡献。

詹 姆 斯·皮 布 尔 斯 是 宇 宙 学 的 泰 山 北

斗，他对拥有数十亿个星系和星系团的宇宙

进行研究，他的宇宙学理论框架已然成为我

们理解宇宙历史的基础。凭借着物理宇宙

学领域的理论发现，詹姆斯·皮布尔斯获得

了 900 万克朗（约合人民币 650 万元）奖金的

一半。

另一半奖金被两位瑞士科学家分享，他

们的贡献在于发现了第一颗围绕类太阳恒

星运行的系外行星。1995 年 10 月，在法国

南部的上普罗旺斯天文台，他们率先宣布，

通过定制的高精度仪器发现了一颗与木星

相 当 的 气 态 星 球 。 此 后 ，人 类 逐 渐 发 现 了

4000 多颗太阳系外行星。

诺贝尔奖“花落”天体物理

继人类首次获得黑洞图像之后，又一项有

关黑洞的重大发现搭上了今年的末班车。

11 月 28 日，《自然》期刊发布了中国科

学院国家天文台刘继峰、张昊彤研究团队的

研究成果，他们依托我国自主研制的国家重

大科技基础设施郭守敬望远镜（LAMOST），

发现了一颗迄今为止质量最大的恒星级黑

洞 —— 约 70 倍 太 阳 质 量 。 为 了 纪 念 LA-

MOST 在发现这颗巨大恒星级黑洞上做出

的贡献，天文学家给这个包含黑洞的双星系

统命名为 LB-1。

根据质量的不同，黑洞一般分为恒星级黑

洞、中等质量黑洞和超大质量黑洞。其中，恒

星级黑洞在宇宙中普遍存在。目前恒星演化

理论预言在太阳金属丰度下只能形成最大为

25 倍太阳质量的黑洞，而这颗新发现的黑洞

显然处于现有恒星演化理论的“盲区”，颠覆了

人们对恒星级黑洞形成的认知，有望推动恒星

演化和黑洞形成理论的革新。

该团队还提供了一种利用 LAMOST 巡天

优势寻找黑洞的新方法。接下来，利用 LA-

MOST 极高的观测效率，天文学家有望发现

一大批“深藏不露”的黑洞,开创批量发现黑洞

的新纪元。

我国发现迄今最大恒星级黑洞

2019年，搭乘天文列车驶向宇宙更深处
实习记者 于紫月

头 顶 的 这 片 星 空 已 经 存 在 了 百 亿 年 ，

与 之 相 比 ，人 类 的 百 年 寿 命 不 过 弹 指 一 挥

间 。 虽 然 渺 小 ，我 们 却 从 未 停 止 过 前 进 的

脚 步 。 一 代 又 一 代 人 ，将 探 索 宇 宙 奥 秘 的

接力棒传递。

2019 年 ，是 空 间 探 测 厚 积 薄 发 的 一

年 。 望 远 镜 看 得 越 来 越 清 晰 ，探 测 器 飞 得

越 来 越 遥 远 ，宇 宙 学 理 论 越 来 越 贴 近 真

实。这一年，我们仰望星空，更懂宇宙。现

在 ，让 我 们 来 一 次“ 星 际 穿 越 ”，前 往 2019

年的星空“站台”，一起深入了解一下这熟

悉又陌生的宇宙。

历史上人们首次“看到”黑洞
来源：eventhorizontelescope.org

平方公里阵列射电望远镜（SKA）示意图
来源：科学技术部国家遥感中心

2019诺贝尔物理学奖三位获奖“大咖” 来源：kva.se

银河系的这个圆盘“翘”的像个炸薯片
来源：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

今年唯一的日全食“落”在海上
视觉中国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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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探测器“奥西里斯-REx”的目标是小行星贝努
来源：NASA

第一站：意大利

于人类本身处于银河系的恒星盘上，以往一直

“不识庐山真面目”，直到今年才发现。

“银河系盘的翘曲通过恒星观测结果被证

实，这首先更新了人们对银河系形状的认识，

同时也对外盘起源的研究提供了决定性的观

测证据，为我们最终理解像银河系这样的巨大

盘星系如何形成和演化提供关键线索。”邓李

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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