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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昕

众所周知，黑洞能够吞噬附近的一切事

物，包括光。然而银河系中心的黑洞貌似遇到

了“对手”。

近期在美国天文学会的一次会议上，一项

最新公布的研究表明，银河系中心附近的磁场

强大到能够阻碍黑洞周围的物质被吞噬。这

一研究结果或将有助于解答长期以来笼罩在

银河系相关研究领域的两大谜团，即为何银河

系中心黑洞相对“安静”，以及为何银河系核心

区域新恒星“低产”。

阻碍黑洞吞噬，抑制恒
星诞生

如果有幸观测到正在“进食”的黑洞，你就

会发现，其实黑洞周围并非是漆黑一片，而是

环绕着明亮的吸积盘，并不时喷射出一股股喷

流，照亮周围很大一片区域。

事实上，这些光并非是从黑洞中逃逸而

出，而是吸积盘内物质以极快的速度落入黑

洞，物质之间的摩擦使它们被加热至数十亿摄

氏度，从而发出的辐射。

通常来讲，星系中心的物质密度往往比宇

宙中其他区域密度更高，所以星系中心黑洞拥

有着更充足的“粮食储备”，应该很活跃、明亮。

然而，实际观测结果却并非如此。事实上，我们

观测到的大部分星系中心的黑洞都处于相对

“安静”的状态，暗淡无光，吞噬物质的“积极性”

很低。银河系中心黑洞便是其中之一。

为何会如此？此次发布新成果的研究团

队认为，他们在银河系中心观测到的磁场或许

能够解答这一疑问。

“银河系中心黑洞仍有一些问题无法单靠

引力来解释。”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空间研究协

会主任琼·施梅尔兹说，“磁场可能有助于解开

这些谜团。”

漫漫宇宙中充斥着大量带电粒子，如等离

子体等。这些粒子的运动可以看成是电荷的

运动，导致电场发生变化从而产生磁场。

“星际空间中普遍存在磁场，星系中心恒

星密度往往较高，空间环境较为复杂，因此星

系中心的磁场可能强度更高、性质更复杂。”中

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陆由俊在接受科

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他进一步解释道，银河系中心的巨大磁场

会给周围的等离子体等带电粒子施加一种压

力，即磁压。黑洞引力作用下，气体“奔赴”黑

洞的过程中也许会受到磁压影响，到达黑洞附

近的气体物质就会比预期要少很多，从而使黑

洞“安静”下来。

“同理，恒星形成的初期往往需要相对高

密度的气体，而在磁压的作用下，坍缩的气体

有可能被‘拽住’，造成了银河系中心区域的新

恒星产量低下。”陆由俊说。

在他看来，用磁场去解释这些银河系谜团，

目前还是研究人员的一种推测。究竟真相如

何，还需要更多、更系统的观测数据作为支撑。

“飞翔中的天文台”带
来磁场详细信息

黑洞能够通过吸积盘、喷流等现象观测

到，但是磁场本身看不见摸不着，此次研究人

员又是如何观测到银河系中心的磁场的？

陆由俊告诉记者，可以通过望远镜接收

到的光子找出其发射处或所经过空间磁场的

蛛丝马迹。比如，星际尘埃粒子会受外磁场

的影响从而发出带有磁场信息的光子；又或

者，光子通过磁场时会产生一些特殊效应，比

如法拉第旋转，光子的偏振振动方向因磁场

产生偏转。研究人员便可从观测数据中抽丝

剥茧，计算、模拟出光子发射处或经过空间的

磁场特性。

此次研究人员利用的是有“飞翔中的天文

台”美誉的索菲亚天文台，这是一架被装载在

飞机上的红外望远镜。

天文观测中红外波段十分重要，但是地球

大气层的各种成分能够将携带天体信息的红

外线吸收或散射掉。为了避免这一问题，索菲

亚天文台将飞机拉升至平流层，如此高度下，

绝大部分气体和水汽产生的干扰都将消失殆

尽，所以其获得的红外波段观测效果要远远优

于地面望远镜。

近年来，索菲亚天文台还装载了高分辨率

机载宽带相机（HAWC+），研究人员就是利用

这套先进设备对银河系中的尘埃颗粒进行观

测，从而绘制出银河系中心的详细“地图”，展

示黑洞周围不可见的磁场行为。

“这些观测结果为我们提供了迄今为止有

关银河系中心黑洞周围磁场的最详细数据。”

该项研究合作者之一、美国维拉诺瓦大学研究

人员大卫·舒斯表示，HAWC+的分辨率以及

灵敏度等性能参数都比较高，未来将会帮助人

类破解更多银河系的奥秘。

为了“拯救”银心物质，磁场和黑洞“打了一架”

实习记者 于紫月

进入盛夏时节，几颗肉眼可见的行星观测条件都非常好。两颗地内行

星水星和金星都转到了太阳西侧，将出现在日出前的东方天空。其中金星

将在 7 月 10 日达到最亮，水星也将在 7 月 22 日来到西大距。地外行星中，火

星的可观测时间越来越多，木星和土星将相继冲日，进入最佳观测时段。此

外，北京时间 7 月 5 日白天还将上演一次半影月食，但这次主要是在西半球

可见，我国无法观测。7 月下旬，南宝瓶座δ和摩羯座α这两个流星雨将迎

来极大，且受月光影响较小。其中南宝瓶座δ流星雨极大期间的天顶流量

可达每小时 20 颗左右，但辐射点赤纬比较低，更适合我国南方地区的朋友进

行观测。

从昏星变晨星，金星月初达到最亮

最佳观测时间：7 月 10 日

推荐指数：★★★☆☆

金星距离我们较近，而且表面被浓密的大气覆盖，反照率很高，因此多

数情况下它都是最亮的行星。今年 1 月至 5 月，金星都是昏星，出现在日落

后的西方天空中。那段时间它非常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6 月 4 日下合后

金星变为晨星，并很快拉开了与太阳的角距离。7 月它已经来到了日出前的

东南方天空中，观测条件不错。7 月 10 日，金星就能达到本次出现在太阳西

侧期间的最大亮度，视星等-4.7 等，日出时的地平高度可达 27°。金星的可

见时间大约是凌晨 2 点半至 4 点左右，此时北半球中纬度地区的日出时间很

早，即使金星非常明亮也很难会有人留意到。12 日，金星会来到另一颗红色

亮星毕宿五附近，两者角距离最近时只有 1°。但作为金牛座的α星，毕宿

五的亮度也只有 1 等左右，不及金星的百分之一。17 日，农历廿七的残月也

将来到这片天区附近，上演双星伴月天象。

一亮一暗，木星土星“结伴”冲日

最佳观测时间：7 月 14 日—21 日

推荐指数：★★★☆☆

除金星外，天空中另一颗明亮的行星就是木星。它与我们的距离要比

金星远得多，冲日时也有 6 亿多千米，但其亮度通常也能达到-2.7 等以上。

人类很早就注意到了木星，发现它大约 12 年左右在天球上相对背景恒星运

行一周，我国古代将其称为“岁星”。今年木星运行在人马座天区，7 月 14 日

冲日期间整夜可见。本次冲日期间木星距离地球大约 6.2 亿千米，视直径 48

角秒，亮度-2.7 等。近两年木星都是在夏季冲日，由于赤纬较低，不太适合

北半球的观测。

今年的木星冲日与往年相比还是有些不同，旁边多了一个“小兄弟”，那

就是马上也要迎来冲日的土星。

同为巨型气体行星，土星比木星暗得多，7 月 21 日冲日时它的亮度只有

0.1 等。同样由于赤纬较低，本次冲日期间的土星对于我们来说观测条件也

不理想。但土星的受关注程度丝毫不亚于木星，这是因为它拥有宽阔美丽

的光环。

土星最值得一看的就是光环，它虽然宽阔，但非常薄，如果环面与我们

视线方向平行，就会几乎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光环倾角与我们能看到

的土星亮度关系密切，其变化周期与其公转周期相同，也就是说在 29.5 年的

时间里我们能看到环面朝“上”和朝“下”的两次最大倾角和两次“消失”的情

况。目前它正处于可见环面减小的过程，到 2025 年左右会完全“消失”。所

以现在我们观测土星还是能看到很大的环面。

2020 年有个天象可以贯穿全年，那就是木星与土星相伴。土星的公转

周期比木星更长，在天球上的运行速度更慢。几乎一整年木星都在追赶土

星，并将在年底与之相合。7 月它们冲日时的角距离只有不到 7°。

水星又迎西大距，日出前现身东方低空

最佳观测时间：7 月 22 日

推荐指数：★★★☆☆

水星多数情况下都非常靠近太阳，常常淹没在其光辉中，是行星中最难

得一见的。7 月 22 日是今年水星的第四次大距，也是第二次西大距。这时

的水星运行在双子座天区，虽与太阳的角距离只有 20°，但赤纬略高于太

阳。以北纬 40°地区为例，当天日出时水星的地平高度可达 15°。如果大

气透明度很好，在日出前的 1 小时左右我们就能在东方低空中找到它的踪迹

了。此时的水星亮度约为+0.3 等，容易与这片天区附近的亮恒星参宿四、五

车二等混淆，在观测时要格外注意。 （作者系北京天文馆副研究员）

盛夏7月

四大行星“撑起”天幕大戏

7 月 17 日清晨东方低空中金星、毕宿五、残月以及水星位置示
意图。 作者供图

找到绝佳的实验场所，对科学家来说

无疑是梦寐以求的事情之一。近日，天体

物 理 学 家 保 罗·萨 特 撰 写 的《物 理 学 家 为

什 么 想 要 在 月 球 上 建 造 粒 子 对 撞 机？》一

文引发天文爱好者关注。文中介绍，今年

早些时候，研究人员发表在预印本数据库

arXiv.org 上的一篇文章认为，月球是一个

非常适合进行高能物理研究的场所，并探

讨 了 在 月 球 上 建 造 粒 子 对 撞 机 等 设 施 的

可能性。

事实上，不只是粒子对撞机，此前科学家

还提出过在月球上建射电望远镜的设想。那

么，哪些科学研究适合在月球开展？科学家

们如此青睐月球的原因有哪些？在月球上建

科学设施面临哪些挑战？科技日报记者就此

进行了采访。

本报记者 唐 婷

望远镜望远镜、、粒子对撞机……粒子对撞机……
科学家想把这些设备搬上月球科学家想把这些设备搬上月球

在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平劲松

看来，在月面开展的科学研究，极具吸引力且

相对容易实现的项目主要包括：在月球背面

开展低频射电天文观测、在月球正面和极区

进行对地观测、开展地月系统动力学演化研

究和广义相对论验证实验等。

在月球背面开展低频射电天文观测的优

势显而易见。没有地球磁层和电离层对超长

波电磁辐射的阻挡干扰，在月球背面可以相

对容易地接收到来自宇宙空间这一波长的电

磁信号。

由于月球背面永远不会朝向地球，来

自地球及其空间的电磁波辐射被月球本体

所阻挡，所以月背是地月空间中一处非常

难得的“净土”，电磁环境十分安静、少人工

干扰。

在满月前后的半个月中，通常太阳的超

长波射电辐射爆发也被月球本体所屏蔽，可

进一步去除背景杂音，更加有利于提升射电

天文观测的灵敏度。

“除了建造单台射电望远镜之外，设置天

线阵列是另一个可考虑的方向。”平劲松介

绍，在月球背面设置天线阵列，可针对波长超

过 10 米的宇宙或月球空间超长电磁波进行

探测。

在射电天文领域，对超长波的探测目前

几乎是一个空白。受地球电离层遮挡，在地

球上难以探测到这一波段的宇宙辐射信号。

而在地球空间，由于人造卫星产生的人工信

号和部分来自地面的辐射干扰过强等原因，

同样难以捕捉到该波段信号。

对超长射电波的探测，是了解宇宙的

一个重要窗口，有助于科学家对宇宙黑暗

时代和黎明时代的演化特性、银河系在这

一波段的全天域辐射图等有更多的了解与

认知。

设置天线阵列 捕捉超长电磁波信号

气 候 变 化 直 接 关 系 到 人 类 的 生 存 与

发 展 。 地 面 — 大 气 系 统 辐 射 能 量 收 支 体

现了地球吸收和释放能量的多少，完备连

续 地 监 测 这 一 指 标 对 研 究 全 球 气 候 变 化

至关重要。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开始，多个国

家先后发射了数十颗专门用于测量太阳和

地球辐射的人造地球卫星。然而，人造地

球卫星存在一些不足，重要原因在于其对

地观测视角有限，而且不是长期稳定的观

测平台，难以对地球进

行 长 周 期 大 尺 度 的 连

续观测。

因此，有必要从一

个全新的角度和途径

来精确观测地面—大

气系统辐射能量收支，

进而探究全球

气 候 变 化 机

理。为进一步

月基对地观测 全新视角看地球

自上世纪六十年代起，人类先后在月面

设置了 5个激光反射镜。天文学家可以在地

球上向设置在月面的激光反射镜发射激光，

并捕捉反射回来的光束，进行激光测距实验，

对地月系统动力学演化展开研究。

“这一研究持续了数十年。在地月之间

38 万公里的距离上，目前距离测量精度达到

了 2—3 厘米，速度测量精度达到了 20 微米/

秒。”平劲松介绍，该研究发现月球每年以 3.5

厘米左右的速度远离地球，最早在空间领域

验证了广义相对论引力延迟效应。

有学者提出，未来借助在月面设置高

性 能 原 子 钟、微 波 转 发 装 置、多 普 勒 测 速

仪、相位距离测量装置等，有希望在地月空

间的微波或激光链路上开展空间低频引力

波的探索。

同时，借助在月面设置时间频率基准装

置，可以更有效地通过地月链路获得地球和

月球转动异常信息，揭示导致转动异常的星

球内部物质及其动力学分布特性。

此外，结合绕月卫星、地球轨道卫星和地

月激光测距，科学家认为，将有机会检测地月

空间和绕太阳飞行轨道上是否存在可被感知

质量的暗物质。

借力月面装置 探测低频引力波

借助空间平台开展低频引力波探测，假

设测量精度相同，在更长的距离和质量更大

的天体周围会获得更加灵敏的探测能力。如

果在地火、地木、地土距离上开展高精度微波

测量，会比在地月距离

上开展引力理论的验

证更有利。

“ 但 从 可 及

性、成本和天然条

件等因素综

合 考 虑 ，和

其他天体相

比 ，在 月 球

上搭建科学

设 施 ，开 展

科学探测的可能性最大。”平劲松认为。其中，对

设备规模要求不高的月面探测研究，如地月动力

学、对地空间天气遥感、月球背面单元低频射电

天文观测等，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技术条件，实现

相应科学研究目标的技术可行性相对较高。

然而，对于那些需要依靠大规模设备开

展的月面探测，无论是依托无人基地还是有

人基地，技术上仍存在许多瓶颈。包括搭建

高能物理装置、月背低频射电天文巨型阵列、

月基对地遥感观测等，都必须建立在对月球

成熟开发的基础上，具备形成月球基地的条

件后才有可能实施。

“可以看出，月球基地本身的建设技术，

实际上构成了在月球上开展相关科学探索最

大的技术瓶颈。”平劲松指出。

搭建月球基地 面临诸多挑战

提升对地观测能力，遥感领域著名学者郭华

东院士曾提出构建月基对地观测平台，利用

传感器组对地球的宏观现象进行监测的构

想。

作为地球唯一的自然卫星，月球的自转

被地球潮汐锁定，正面永远朝向地球，在月球

正面设置对地球的观测装置，可以简化探测

器的指向跟踪模式，连续同步得到半个地球

的热环境遥感及其时间变化信息。“月面对地

观测具备长期一致性、整体性、稳定性以及唯

一性这几大优势，有望成为一个独特的对地

观测平台。”平劲松指出。

此外，在空间天气与环境的科学研究和

监测方面，比较典型的需求是使用极紫外波

段的传感器，精细监测地球等离子体层和磁

层结构特征，监测地球两极和电离层上部爆

发辐射的千米波长电磁波和高层大气雷电环

境，以及在不同月像状况下监测这些等离子

体层结构、爆发辐射与太阳风和地球磁鞘层

之间的耦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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