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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河系中心黑洞爆发最明亮耀斑

  文章来源：科技日报 常丽君 发布时间：2012-11-11 【字号： 小  中  大 】 

据物理学家组织网近日报道，一个由美国麻省理工大学（MIT）、密歇根大学、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等单位科学

家组成的国际天文小组，利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钱德拉X射线太空望远镜探测到从位于银河系中心的人

马座A*爆发出的迄今最明亮的X射线耀斑，光源距地球约26000光年，亮度是黑洞正常发光的150倍。据研究人员观

察，耀斑爆发时间超过1小时，然后逐渐变暗。这次短暂的爆发也是研究类似的成熟黑洞的线索。研究结果发表在最

近的《天体物理学杂志》上。  

该天文小组报告说，在今年2月9日的一次观察中，他们探测到了最大的耀斑爆发，发出了“很少”的能量。

“很少”只是相对于人马座A*自身约为太阳40亿倍的质量而言的。耀斑爆发原因目前尚不清楚。 

当黑洞吞噬它附近的物质时，会以光的形式发出能量，通过探测这种光能探测到黑洞的存在。新生星系和类星

体的中心通常极为明亮，正是其中心黑洞在吞噬周围物质，发出了大量能量。随着黑洞变老，吞噬速度会慢下来，

“吃”得更少而变得更昏暗。“我们正在研究黑洞变老时会怎样。”MIT科维理天体物理与太空研究所博士后乔伊·

尼尔森说，“黑洞虽不像年轻的类星体，但仍然活跃。” 

“人们会把黑洞想象成一个真空吸尘器，绝对地吸收一切物质。”MIT科维理研究所弗莱德里克·巴格诺夫说，

“但在生长速度极低的情况下，它们变成了很挑剔的食客，出于某种原因，它们还会‘吹走’大量能量。” 

“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人马座A*突然开始吃得更多。”MIT科维理研究所迈克尔·诺瓦克说，“对此的一个解

释是，在偶然情况下，一个小行星接近了黑洞，黑洞把它拉过去撕成了碎片，吞掉这些物质并转化为辐射，如此就

看到了这些明亮的大耀斑。”诺瓦克推测，尽管这种事件相对罕见，但耀斑爆发的频率可能比科学家预想的更高。 

研究小组还将再花一个多月的时间通过钱德拉望远镜来观察人马座A*，希望能发现更多的耀斑，并寻找这些周

期性爆发的特征以及导致爆发的可能原因。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天文学教授马克·莫里斯说，尽管黑洞每天都会爆发一些亮度较小的耀斑，但最近这次这

么明亮的耀斑爆发极少探测到。“这些明亮耀斑为研究耀斑爆发过程提供了信息，比如耀斑期间的波动变化、光谱

变化，以及增强减弱的速度等，这是从微弱耀斑无法获得的。明亮耀斑有助于科学家构建出强耀斑的统计学特征，

最终通过这些特征找到耀斑爆发的原因。” 

巴格诺夫更关心的是黑洞发出的能量为何这么少。2003年时，他用钱德拉望远镜进行了首次观测，根据当时计

算的人马座A*周围的气体数量，它发出的光应该比现在观察到的更亮100万倍。这表明黑洞浪费了绝大部分物质，这

部分物质很可能以其他方式被消耗掉了。但目前尚未找到合理解释。 

“我们确实研究过这种差异，可能由于绝大部分气体逃逸了，但这不是我们所期望的。”巴格诺夫说，“我们

正在拼凑发生在银河系中心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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