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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暗物质
”

在现代天文学中指的是占有宇宙

中绝大部分质量的
、

却不 以我们可测的形式发

光的物质形态

研究暗物质是现代宇宙学一个重要课题

暗物质的存在可以解释星系的一些反常动力学

特征
,

及引力透镜等许多现象 暗物质的数量多

少可 以决定宇宙的膨胀可否一直进行下去
,

还

可以从临界密度的角度检验暴胀宇宙论 而对

暗物质的具体物质形态进行研究
,

则更是一个

涉及多个学科领域 的很春吸 引力的研究领

域

关于 暗物质的具体形态 目前存在许多理

论 从质量不为零的中微子直到神秘的西格斯

粒子 不过在哈勃望远镜最新结果公布之前的

几十年 中
,

天文学家一直相信占有宇宙质量

的暗物质是红矮星 —一种质量小
、

发光

暗淡而泛红的星体
, ·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哈勃太空望远镜寻找

暗物质的最新消息
,

一
、

观测结果
在美国航天航空局哈勃空间望远镜独立工

作的两个小组封滁了暗物质是由红矮星构成的

可能性
‘

直到前不久
,

这种暗弱的小星还被认为

是暗物质的理想候选者 无论暗物质是什么构

成的
,

它的万有引力将决定宇宙是会永远膨胀

下去或是有一天转变为塌缩

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的 是一个小

组的负责人
,

他说
“

我们的结果增加了丢失的

物质的神秘性 它们排除了关于暗物质的流行

的但是保守的解释
”

这个小组的结果表明
,

原先被认为数量很

多的红矮星
,

实际上在银河系里是稀少的
,

我们

可以推论其在宇宙中也是稀少的

另一个由欧洲空间局的 领导的小

组证实 红矮星的产生是少见的
,

这种又小又暗

的星体的产生是需要一定的条件的

这两组观测包括对星的精确计数与对亮度

的标定 结果推翻了数十年来认为这种小星在

宇宙中数量很大的猜想及有关的理论与观测

二
、

回顾地基观测

在我们周围的星际空间中
,

红矮星的数目

大致是其余所有星的数 目之和 我们很 自然地

想到
,

在整个银河系中
,

红矮星的数量极多 这

使许多天文学家相信
,

更多的远方的红矮星只

是由于其暗弱处于仪器极限之下而未为我们发

现
,

我们所见仅
“

冰山之一角
”

在恒星演化理论中
,

只有太阳质量 的

星体仍能通过核反应而发光

在过去 年中
,

理论家们认为最小的星很

可能也是最多的 —这似乎提供了一个暗物质

的解释 这种理论似乎也被以前的
,

在地面上对

红矮星的观测所证实
一

但是 由于天体的微光会被地球大气所扰

动
,

这使得红矮星与很远很远处暗弱而模糊的

星系不可分辨开来 这使地面观测存在了不确

定的因素 这使得我们可能将遥远暗弱的星系

也当作附近的红矮星加以统计了

三
、

翻 小组观测

哈勃空间望远镜所能探测的最暗星是我们

在地面的极限星等的 在这个水平上
,

星与

星系变得易于分辨了 哈勃望远镜极高的分辨

率亦可发现星系的细节结构
,

这与无细节的恒

星是不同的
,

也使两者容易分辨开 在望远镜做

其他工作的同时
,

用广角行星照相机在天空中

随机取一块区域统计观测到的暗星 发

现银河系中的红矮星是相当少的

哈勃望远镜的观测证明 红矮星在银晕中

所 占的质量不会超过
,

在银盘中所 占不超

过
“

晕
”

是包围在星系旋臂外的球状巨

大区域
,

地球就在银晕中

四
、

小组观测

对这个课题的兴趣是在他拍摄了

球状星 团 中心的图像之后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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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发现星团中心其实没有什么星
,

他可 以一直

看到星团后面的背景星系 计算机模拟表明球

状星团中心应该有许多暗星
,

但事实并非如此
哈勃望远镜的高灵敏度及高分辨率使得

小组可以仔细研究球状星团的组成 令

他们十分惊奇的是发现大量存在的是 太

阳质量的星
,

而 比这小的星则极少 说
“

极小的星就是不存在
”

恒星产生于星际气体与尘埃的引力塌缩
、

当温度上升到可以点燃热核反应时
,

塌缩停止
,

恒星开始发出光与热

强调说
“

自然界肯定存在一个质

量下限
,

低于此的物质将不能稳定形成恒星
’,

同时考虑另一种可能性 小星与星

团砌大星作用过程中
,

尊星即穿过银盘的过程

中
,

被抛出了球状星团之外 这个过程应普遍存

于 个银河系球状星团中
,

这样应在银晕中

找到不少小星 但 的结果否定了这一

点

五
、

寻找暗物质

哈勃望远镜的发现是对关于
“

暗物质
”

的一

系列神秘问题的最新贡献

最近几年中
,

天文学家找到一些不直接的

证据表明暗物质的一个可能候选者

晕中的致密天体 以前的观测研究了几个不

可见的天体
,

其恰好位于我们与一个河外天体

之间
,

它将对河外天体发来的光产生引力透镜

效应

哈勃的新发现表明红矮星并不足 以解释

产生的引力透镜效应 警告

说
,

他的结果并没有排除其他较红矮星更小的

星充当暗物质的可能性 —例如褐矮星 这种

星不足以点燃氢核反应
,

不产生可见光

从银盘 中恒星的运动作的引力分析
,

我们

可 以得到更多证据认为暗物质存于银晕之 中

这种观点最近被普林斯顿的 作的地面

观测更加证实 他发现我们附近的旋状星系周

围有一片微光
,

这就被认为是包含暗物质的晕

这光可能是暗物质本身或星系中恒星受暗物质

作用而形成的

暗物质的存在还可以解释星系在星系团中

的运动
,

星系团中高温气体的性质等等

宇宙的最终命运也决定于暗物质的多少

天文学家计算了宇宙中观测到的物质总量 —
行星

、

恒星
、

星系 一它们不足以产生足够的引

力使由大爆炸产生的宇宙膨胀有一天停下来

同时
,

如果包括暗物质的宇宙物质总量形成平

均密度小于临界密度
,

宇宙将永远膨胀下去 反

之
,

如果存在足够量的神秘暗物质
,

引力将使宇

宙有一天变为塌缩

强调说
“

暗物质仍是物理学与天

文学的基本问题之一我们的结果仅使关于暗

物质到底是什么的问题更加尖锐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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