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探 测 遥 远 星 系

许 梅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

探测遥远星系的重要意义至少有下 列  点
!

探

究宇宙的形状
、

检验宇宙学模 型的正确程度和积累

有关星系形成和演化 的知识
。

∀# ∀ 年
,

美国天文学家桑德奇 �∃% %&∋ (&∋ )& ∗+ �提

出用星系团中最亮的星系做
“

标准烛光
”

来延伸哈勃

�,) − .∋ / 01 1% + �开创的更远星系距离 的测定
。

他身

体力行
,

用美 国帕洛玛山的 2 米 口 径 的望远镜
,

∀3

多年间测量了直到红移值 4 大于 3
5

2� 相当于 23 亿

光年之远 �的众多星系团的距离
。

到 63 世纪 73 年

代后期已积累了大量 的数据
。

但在 ∀8 77 年于耶鲁

大学举行 的一次
“

星系与星族 的演化
”

学术讨论会

上
,

年轻的女天文工作者丁丝莉 �9+ &: ;.<
+ =. ∋> %+? �对

这项工作提出质疑
,

她指 出
,

随着星系年龄 的增长而

产生的历代恒星的诞生
、

演化和死亡
,

星系的光度在

变化
,

从而否定 了桑德奇 的以星系团中最亮星系做

为
“

标准烛光
”

的测量远方星系距离的可行性
。

在这

次会议上
,

斯平纳德 �/ ?;≅ ∋ ( Α .∋ ;& )� 等人建议用光学

望远镜测量一些射电星系的红移
。

到 ∀8 Β Β 年
,

几个

天文小组已探测到红移 4 从 3
5

ΧΔ 至  
5

Β 的 66 个遥

远星系�见表 ∀ �
。

63 世纪 83 年代
,

天文学家通过哈

勃空间望远镜 �/ (=� 和 Ε+< Φ %≅ 米 口 径望远镜 又陆

续发现了更远
、

更暗的遥远星系 Δ 个
,

它们 的红移 Γ

顺次为 Χ
5

6 2
、

Χ
5

 Β
、

Χ
5

8 6
、

2
5

 Χ
、

2
5

ΔΧ 及 Δ
5

Δ Β
。

进入

6 ∀ 世纪
,

以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埃利斯 �Η .+ Ι& ;) , %%.> �

为首的小组通过 这两 台望远 镜
,

利用 星系 团 ∃1+ ∋

6 6 ∀Β 所导致的引力透镜效应发现了一个距地球 ∀ Χ

亿光年的暗淡星系的影像
。

在上述会议上
,

布彻 �/ & ;ϑ + ? 9 0 :+Ι+ ; �和奥姆勒

�∃ 0 ∗ 0 >:0 > Κ + Λ %+ ;

�报告 了他们对一个红移接近于 3
5

2

表 ∀ 66 个遥远星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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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星系团内几百个星系观测 的结果
!

一个共同的特

点是
,

这些星系中有众多蓝色的恒星
,

与较近的星系

团中红色恒星占主导地位 的星系之情景截然不 同
。

这是天文学家们获得的远
、

近正常星系有演化关系

物理黑洞在宇宙 中实实在在地存在着
,

而数学

黑洞则是数学迭代运算的结果
,

在这一点上
,

物理黑

洞和数学黑洞有本质的不同
。

目前
,

人们采用迭代

的方法不仅可以 画出美丽 的图形
、

可以产生拟随机

数
,

还可以用来描述有关混沌的问题
、

研究数列的收

敛等
。

研究数如何地跌人黑洞对我们研究物理黑洞

的吸积机制
、

并进而证认黑洞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

现代物理知识



%

的第一个证据
。

6 3 世纪 Β 3 年代
,

冈恩 �Ρ& Λ + > Θ 0 ∋ ∋ �

和德雷斯勒 �∃% &∋ Υ ;+ >> %+ ;

�发现含有暗淡 的蓝 色星

系成员的星系团确实是遥远的星系团
。

在这些
“

反

常的
”

蓝星系中常常一下子爆发出大量的新生恒星
,

这种现象在较近 �今 天 �的星系中是极少见到的
,

而

且这些新生的星是在散乱的不规则形状 的被扭曲和

畸变了的旋涡星系的星系盘 中诞生 的
。

Β3 年代后

期
,

几个天文小组终于拍摄到了红移 4 二 ∀ 即 73 或

Β3 亿年前的大量的拥有众多新生恒 星的蓝色暗淡

的矮星系的照片和光谱
。

这些活跃的星系是不是较近的较平静的椭圆星

系或旋涡星系的
“

祖先
”

呢 ς 几十亿年间这类星系是

如何演变成今天的正常星系 的 ς 椭圆星系是由旋涡

星系碰撞合并形成 的还是经 由其他途径形成 的 ς 星

系在空间的分布是不是因为星系吞并或由于大星系

的引力将附近较小星系拉向 自己而导致越靠近我们

越来越少的态势 ς 有没有从 目前宇宙 中
“

尚未使用
”

的氢和氦凝聚而成的新生星系 ς 等等
。

这些问题应

能从 /(= 获得的深 空各层 次星系和星系 团的图像

得到初步答案
。

从 /(= 的广角 Ω行星照相机拍摄到的距 离地球

约 2 3 亿光年之远的星系团 ΜΞΥ 8  8 Ο Χ 7∀  中星系形

态的图像发现
!

许多椭 圆星系和今 天较平静的椭圆

星系似乎没有什么差异
,

而具有 畸形特征 的旋涡星

系却好像与星系团里其他星系以及星系团里的星系

碎块发生过碰撞
。

在 ∀8 8Χ 年 ∀∀ 月 / (= 发 回的一张

经过 ∀Β 个小时连续 曝光 的相片上发现 了许多前所

未见的天体
!

许多不规则形状的蓝色碎片
,

估计它们

是 8 3 亿年前出现的
,

有的形如蟒鲜
,

有 的形如头尾

相接 的歪歪倒倒 的列车以及一大群稀稀拉拉 的
“

陶

器
”

碎片
,

犹如一滴池塘里的水在显微镜下所显示出

来的各种奇形怪状的
“

动物
”

那样一一个
“

天体动物

园
” 。

美 国空间望远镜研究所 的迪金森 �Π & ;Φ Υ. <Φ
Ψ

.∋ >≅ ∋� 认为这些碎片最终将会合并成为像我们银河

系一样的旋涡星系
。

另一方面
,

/ (= 发 回的一些 图

像却显示
“

易碎的
”

旋涡星系难逃它们所在的致密星

系团的动力学影 响
!

一种可能是旋 涡星系与星系团

中的其他星系紧密相遇而互相合并或因受潮汐作用

而碎裂
,

另一种可能是旋 涡星系被直接 瓦解
。

天文

学家们相信
,

在过去久远的年代
,

旋涡星系比现在宇

宙中所存在的旋涡星系要多得多
。

此外
,

/ >= 还拍摄到 了一 张约 ∀63 亿年前或接

近于宇宙现在年龄 ∀∀ ∀3 时 的模糊 的椭 圆星 系的照

片
,

这些星系显得很
“

正常
” ,

即已形成 了一个椭圆状

的外形
。

要使弥漫于空间的气体尘埃云在 中心引力

场的作用下逐渐聚拢形成椭圆状至少需 ∀3 亿年
,

如

果这些成熟的星系只有 63 亿岁
,

则它们必须是在宇

宙创生大爆炸后不 到 ∀3 亿 年的时 间里就开始其凝

聚过程了
。

因此
,

天文学家希望能看到形成星系的

较小的亚星系结构
。

果然
,

在 ∀88 Δ 年 / (= 的一幅曝

光了两天的照片上显露出 ∀Β 个团块
,

每个团块 内有

几十亿颗星
。

以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帕斯卡雷里 �(+ Ψ

1& >:. &∋ Ν& >< & ;+ Ζ+

�为首 的小组 根据 这些 团块 的运 动

速度和它们塞满 了一块仅 6 33 万光年大小的面积认

为类似 的团块终将合并成一个星系大小的天体
。

/ (= 还拍摄到 了更多
、

更暗淡 的星系
。

∀8 82 年

∀6 月
,

/ (= 用 ∀3 个夜晚拍摄到北天大熊星座内靠近

北斗七星斗柄处一个在 已发表的天图上近乎空 白的

大约为月球直径 ∀ Ω ∀6 的天区 内发现 巧≅≅ 个天体
,

最

暗淡天体发出的微光只有  3 星等 [ ∀8 8Β 年 ∀ 月 / >=

对该天区做了  Δ 小时的曝光后
,

又发现红移 Γ 在 2

至 7 的更深的深空星系约 ∀3 3 个
。

天文学家们认为

这些深空星系中有许多可能是在宇宙创生大爆炸后

∀3 亿年之 内形 成的
。

∀88 Β 年 ∀3 月下旬
,

/(= 对南

天杜鹃星座中的  处视 场进行连续 ∀3 个夜 晚的拍

摄也获得了类似的深空景象
。

欧洲 空 间署发 射 的红外 空 间望远 镜 �∀2 3 �从

∀88 2 年 / 月至 ∀8 8 Β 年 Χ 月停止运作 的这一段时间

里在 / (= 的深空视场 内探测到许多暗淡 的红外源
,

这一发 现说明更 高红 移 的星 系被尘埃 包裹 着
,

像

/ (= 这样的光学望远镜 是看 不见它们 的
。

因此
,

美

国宇航局拟在 6 3 37 年 发射一台 Β 米 口径 的新一代

空间望远镜 �∴ Θ (=�
,

镜身被冷却到 23 开
,

接收红外

光的灵敏度为同一 口径地基红外望远镜 的 ∀33 3 倍
。

该仪器将首先用于探测那些 已发现的遥远星系和星

系团的性质
。

从以上叙述可见
,

63 世 纪对遥远星系的探测 只

是开了一个好头
,

好比一本书
,

才写了最初几 页
,

大

量的工作尚待逐步开展
。

∀Χ 卷 Δ 期 �总 ΒΧ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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