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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洞，一个充满想象力的名词，一类真实的天文实

体。北京时间 4月 10日 21时 7分，世界上第一幅黑洞的

照片终于在中国上海天文台 306会议室揭开了面纱。

与上海一样，全球其他 5个城市（比利时布鲁塞尔、

智利圣地亚哥、中国台北、日本东京、美国华盛顿）也都

在同一时间公布了这张令天文学家兴奋的照片，宣布已

经成功获得了超大黑洞的第一个直接视觉证据。

《天体物理学杂志通信》也于 4 月 10 日以特刊的形

式，通过 6 篇论文发表了有关黑洞图像的这一重大结

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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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黑洞距离地球太远了，有 5500 万光

年，黑洞的质量为太阳的 65亿倍！

“虚拟”望远镜的灵敏度和分
辨本领前所未有

黑洞图像是由“事件视界望远镜（EHT）”项目组织

实施获得的。它把地球上的 8台射电望远镜组合起来，

形成了一个口径如地球大小的“虚拟”望远镜，所达到的

灵敏度和分辨本领都是前所未有的，为科学家们提供了

研究宇宙中最极端天体的新手段。

“我们捕获到了黑洞的首张照片。”哈佛大学教授、

EHT项目主任谢泼德·多尔曼说，“这是一项由 200多位

科研人员组成的团队完成的非凡的科研成果。”

黑洞是一种具有超强引力的宇宙天体。这种天体的

存在以极端的方式影响着周围的环境，让时空弯曲，并将

周围的气体吸进来。在此过程中，气体的引力能转化成

热能，因此气体的温度变得很高，会发出强烈的辐射。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对这张照片的评述为：今天

发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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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科学家在该项目上作出了贡献。阿尔玛望远

镜在参加项目的望远镜中解像度最高，为提高“事件视

界望远镜”整体分辨率作出了重要贡献。日本团队代

表、国立天文台教授本间希树说：“我们采用了‘稀疏建

模’的新方法对数据进行处理，因此在有限的数据中获

得了高度可信度影像。4个独立的内部小组利用 3种方

法对数据合成影像，全部确认了黑洞阴影出现。”

照片证明了爱因斯坦广义相
对论的正确

站在世界第一幅黑洞图像前，中科院上海天文台台

长沈志强无比兴奋：“最重要的是证明了爱因斯坦广义

相对论是对的。”爱因斯坦 100年前的理论，一直受到某

些人的质疑，现在全球 8 台射电望远镜合力观测，在拿

到第一张黑洞图像的同时，也给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做

了有力的论证。

EHT 项目是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科学家们联合

全球其他研究机构的科研人员实施的。2016 年，科学

家们提出了实施项目的意向，2017 年 4 月，设在全球多

地的 8 台亚毫米射电望远镜开始了“拍照”工作。之后

是大量的数据处理，对结果的可靠性也做了充分的比较

分析。“到现在才有幸向全世界发布。”作为 EHT国际合

作成员的沈志强对照片的准确性与可信度充满自信。

这一次，天文学界玩起了“黑
洞手法”

像黑洞的名字一样，这一次国际天文学界也玩起了

“黑洞手法”：对玄奥的、深不可测的黑洞，采取提前一周

左右就在全球极力宣扬要在 10日公布世界第一张黑洞

的照片，预热，炒作，辟谣，兼带着天文学家、物理学家们

在没看到照片情况下的猜测性解说及科普，全球被深深

地“裹胁”到了黑洞新闻中。在普罗大众眼里，一周来的

科技界，仿佛只有黑洞一件事，其他科学都不存在。

一个比一个更形象的比喻也纷纷涌现。在黑洞

图像新闻预热阶段，有专家接受媒体采访时称，获得

黑洞的照片，相当于从地球上看清了月球上的一个

橙子。 （下转第三版）

人 类 成 功 获 得 首 张 黑 洞 照 片
黑洞质量为太阳的 65亿倍 处于 5500万光年之外星系 M87中心

本报记者 李大庆 李宏策 陈 超

有关黑洞性质的所有论辩、怀疑、争吵，一直都是名

副其实的理论战，因为双方辩手都只能拿到间接证据。

这是科学史上最令人无语的一件事。在没有任何

直接观测辅佐的情况下，关于黑洞的数学模型却完善

到不可思议的地步。

“我们为啥要耗费人力财力去研究这个所有的证据

都不过是计算出来的东西？”门外汉的问题问了30年。

答案：因为黑洞就在那里。

在我们所有人头顶，在几乎每个大星系的中央，黑

洞无声无息地盘踞、吞噬、辐射。当天体物理学发展到

一定程度，没有任何一个文明可以对黑洞视而不见。

绕不过，除非我们不想让科学向高阶迈进。

科学既不会忽略小到无法体验的粒子，比如中微

子；也不会避开大到超过想象的物体，比如黑洞。

“煤库里找黑猫”没那么容易。不过现在，一张行

星级观测网已经铺就。它温柔，比任何独立设备都更

了解黑洞；它强大，能达到足够分辨率来区分光被拉入

黑洞时的状况。拜其成全，从来都无法直接观察到的

黑洞将“眼见为实”。

更重要的是，其中的物理现象还很可能阐明广义

相对论和量子力学间的巨大矛盾——众所周知，这二

位“不和”已久，皆因我们找不到一种既是宏观又是微

观的东西。而黑洞，恰好兼具大尺度宏观物体形态和

小尺度微观量子理论的特性。

天地间奇事多，莎翁这句话用来描述宇宙再好不

过。当我们的探测技术越来越卓越，却依然不会觉得宇

宙谜题正在消减，反而会发现它更多的无法理解之处。

而黑洞，是充满谜题的深渊。它作为“未知”的化

身，某种程度上也试探了人性恐惧的底线。

相比猛兽虫蛇，“不确定性”有史以来都是人类最

大的胆怯。但是，从敢于夜半走出栖身的山洞，到坐上

火箭奔向 30万公里外的月球，所谓进步，都是在挑战每

一个“未知”环境中取得的。

人类不过是“生活在一颗普通恒星的行星上的高

级猴子”，现在却敢于摆出地球口径的望远镜，窥探这

个宇宙最大的秘密。

没法不激动。只是很遗憾，打这个比方的霍金已

不在，世间还欠他一个诺贝尔奖。

从今天起，黑洞不再是传说
张梦然

③③

图① 4月 10日，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上，中方团队成员在回答记者提问。 新华社记者 金立旺摄

图② 4月10日，比利时布鲁塞尔新闻发布会现场。
新华社记者 张铖摄

图③ 4月 10日，在美国华盛顿，“事件视界望远镜”项目和美国
国家科学基金会举行新闻发布会。 新华社记者 刘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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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4月 10 日电 （记者郭爽）
在黑洞周围，光线不能逃脱的临界范围被

称为黑洞的半径或“事件视界”。对这个特

殊区域，人类动用口径相当于地球直径的

“虚拟望远镜”，探寻黑洞留下的种种“蛛丝

马迹”。

根据著名理论物理学家霍金的理论，黑

洞“事件视界”并非“有去无来”的单行车道。

尽管物体一旦被吸入黑洞就会永远消失，但

如果经过数十亿年的时间，黑洞可能会“渗

出”一些被吸入物质的蛛丝马迹。

由于黑洞非常遥远且半径很小，以往设

施没有足够的分辨率来直接观测黑洞，而是

用观察周围恒星运动、吸积盘和喷流乃至引

力波等间接方法来进行探测。

为了提高望远镜空间分辨率，来自全球

多个国家 30多个研究所的 200多名科研人员

开展了一项庞大的观测计划，他们将分布在

全球不同地区的多个射电望远镜组成一个阵

列进行联合观测，这就相当于获得了一个口

径宛如地球大小的巨型望远镜，这就是“事件

视界望远镜”项目。

“事件视界望远镜”实际上尝试观测的是

黑洞的“事件视界”。经数年精心准备，“事件

视界望远镜”项目的国际科研团队通力合作，

借助分布在世界多地的 8 个射电望远镜联合

观测，再经过近两年的数据处理及理论分析，

终于成功获得第一张黑洞照片。

专家们说，黑洞照片将帮助我们了解为

何黑洞能对宇宙中的天体产生深刻影响。

“事件视界”和“事件视界望远镜”
——探寻黑洞的蛛丝马迹

人类史上首张黑洞照片 新华社发（事件视界望远镜项目组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