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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大质量的类星体发出的超强辐射功率 

 欧洲天文学家观测到的ULAS J1120+0641类星体  

据国外媒体报道，一个欧洲天文学家小组利用欧洲南方天文台甚大望远镜和辅助望远镜阵列观测并

研究宇宙中距离地球最遥远的类星体。类星体作为宇宙极为神秘的天体，其辐射功率常常具有惊人的数

量级。而天文学家观测到的这个类星体编号为ULAS J1120+0641，其辐射功率由一个质量巨大的黑洞推

动，达到20亿倍太阳质量。这是迄今为止在早期宇宙中发现的最远且最亮的天体。这项研究成果已经发

表在6月30日的《自然》杂志上。 

 

科学家发现这个在早期宇宙中亮度最高的天体，这个发现不仅挑战了传统理论上对超大质量黑洞发

展以及演化的认识，同时也预示着这类活动星系核在早期宇宙中所扮演的极为重要的角色。这颗距离地

球最遥远的类星体辐射功率是太阳的60万亿倍，达到10兆的数量级，而一般的星系，整个星系的辐射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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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都还不够这个量，这也是类星体之所以神秘之处。 

 

而发现这颗类星体的过程是相当艰苦的，欧洲的天文学家之前使用英国皇家红外波段天文望远镜深

空巡天，一共观测了2000万个天体，前后一共花费了5年的时间。根据英国伦敦帝国学院天体物理学家

兼该项目的研究员Daniel Mortlock介绍：天文观测工作是非常漫长而缓慢的，宇宙深空中有数不尽的

天体而且许多天体已经有记录在案，而在其中找一颗极为特殊且意义非凡的天体比从沙子淘金还要难，

同时也考验相关研究人员的耐心还有运气。 

 

ULAS J1120+0641类星体不仅由皇家红外望远镜巡天进行观测，要得到欧洲南方天文台甚大望远镜

阵列与双子座北站天文台的帮助。这种观测首先必须确认的问题是：发现的这颗类星体中辐射出来的光

等射线是如何被宇宙膨胀的效应所影响，也就是观测到极为不寻常的红移值。从这个角度反推，科学家

估计这颗类星体在极早期的宇宙中就存在了，时间范围可以确定在大爆炸之后的7.7亿年。 

 

进一步分析地球上接收到的来自ULAS J1120+0641类星体的光，研究人员算出其辐射功率必须具有

20亿倍的太阳质量，这个数量级的辐射功率背后极有可能是一个超大质量黑洞。但是还不能肯定是由一

个质量特大的黑洞所发射出来，只能说在人类现有的天体理论范围之内，可以将其认为是一个黑洞的作

用。因为这里还有一个问题：这个只在大爆炸7.7亿年左右出现的类星体，而背后又有着如此巨大数量

级的黑洞，那这个特大质量的黑洞是如何在这个早期宇宙中出现的？早期宇宙环境是如何提供这个级别

的黑洞进行演化的？这一切都还是谜团中的谜团。 

 

针对这个异常现象，科学家提出一些理论来对其进行解释，例如：在极早期宇宙中存在许多黑洞的

“种子”，这些种子的产生是由宇宙诞生过程中的某种机制进行控制，而这些黑洞“种子”质量超过

1000倍太阳质量，且具有极高的吞并率，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尺度上进行合并膨胀，质量也随着这种进程

出现指数级的增长，合并的同时也有大量早期宇宙物质溅落到吸积盘中，在这两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

早期宇宙中就有可能出现特大质量的黑洞，这种成长的规律确实有些异常。 

 

虽然这个发现的类星体增加了一个关于在早期宇宙中出现特大质量之谜，但是却帮助科学家揭示了

另一个关于137亿年前宇宙大爆炸的谜团：宇宙诞生过程中的再电离阶段（reionization）。大约在大

爆炸之后的1.5亿年至8亿年间，宇宙中充满着等离子态的中性氢，宇宙不断膨胀的过程中，质子和电子

结合成氢原子，整个宇宙呈中性态。然而目前的宇宙空间是高度电离的，也就是说，宇宙在那个时期必

须经历一个由中性态到电离态的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的开始则有宇宙中诞生的第一颗恒星发出的第一

束光照亮宇宙的那一刻开始。 

 

根据来自这颗新发现的类星体的光谱发现：在大爆炸之后的7.7亿年，宇宙中还存在着大量的中性

氢，这就是说整个宇宙的再电离过程至少在大爆炸之后的7.7亿年还没结束。下一步我们将得到可见光

与红外巡天望远镜(VISTA)和超广域全景巡天望远镜系统的支持，继续寻找类星体的踪迹，并且将任务

定位在距大爆炸时间点更近更古老的类星体。（来源：腾讯科技 Evere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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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巨大的天体，说明宇宙没有早期晚期，只有地球上的观察者才有早年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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