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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学家首次发现黑洞三重系统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和加州理工学院(Caltech)

发现了一个黑洞三重系统，这是人类首次观察到这种

结构。位于天鹅座的这个黑洞很早就被命名为天鹅

座V404，但是其三重系统此前一直未被发现。

与典型的双星系统不同，该系统包括吞噬附近一

颗恒星的中心黑洞和一颗遥远的恒星。这种不寻常

的设置表明，黑洞是通过直接坍缩而不是剧烈超新星

爆发形成的。这挑战了关于黑洞起源的主流理论，并

强调了宇宙中可能存在更多未被发现的三重系统。

此前发现的黑洞都是双星系统，比如一颗恒星与

一颗致密中子星或一个黑洞，黑洞强烈的引力将其捆

绑形成紧密的轨道关系。

该系统的特点是，中心黑洞消耗附近的一颗小恒

星，该恒星每6.5天绕黑洞运行一次，类似于已知的双

星系统。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一颗遥远的恒星也在

绕黑洞运行，研究人员估计其每7万年绕黑洞一周，距

离黑洞 3500个天文单位(1天文单位是地球与太阳之

间的距离)，相当于冥王星到太阳距离的100倍。

如果黑洞是由一颗典型的超新星形成的，那么在

坍缩前释放的能量会将外围所有松散束缚的物体踢

走，那么外层的遥远恒星就不可能还在附近游荡。因

此，研究组怀疑该黑洞是通过一个更温和的“直接坍

缩”过程形成的。形成黑洞的过程中，恒星只是自己

坍缩，而没有最后的高光爆闪。这种温和的黑洞起源

过程，几乎不会扰动任何关系松散的天体。而这个三

重系统，可能是黑洞更温和形成过程的第一个证据。

物理学家观察到，外围恒星恰好正在变成红巨星

的过程中，这是恒星生命即将结束的一个阶段。研究

组据此确定，外恒星约有40亿年历史。考虑到邻近恒

星大约在同一时间诞生，研究组认为这个黑洞三重系

统也已有40亿年历史。

(高凌云编译自2024年10月25日SciTechDaily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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