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闻 论坛 博客 招生招聘 论文 科研网址 实名举报 科学时报社 | 电子杂志订阅 | English | RSS | 直播 

 
   

科学网首页>新闻中心>正文 生命科学 医药健康 基础科学 工程技术 信息科学 资源环境 前沿交叉 政策管理 

 

作者：钱铮 来源：新华网 发布时间：2009-2-11 15:41:57

 

日本国立天文台2月10日宣布，昴宿星团望远镜观测到距地球约120亿光年的遥远星系放射出的与氢

原子电离有关的强紫外线。这一成果将有助于解决宇宙学上长期悬而未决的“宇宙再电离”问题。 

 

日本国立天文台当天发表新闻公报说，研究人员从2007年9月10日起连续14天用昴宿星团望远镜的

主焦点相机观测与氢原子电离有关的强紫外线，即波长小于91.2纳米的电离光。观测对象是水瓶座方向

的SSA22区域，以往的研究显示，这一区域存在距离地球约120亿光年的大星系团。结果，昴宿星团望远

镜观测到了来自其中17个星系的电离光。 

 

公报说，目前的理论认为宇宙起源于约137亿年前的大爆炸，紧接着“大爆炸”后的一段时期，宇

宙温度极高，物质粒子全部以带电离子形式存在。但随着宇宙的膨胀，宇宙温度越来越低，使得质子和

电子结合形成不带电的氢原子。之后，宇宙中最初诞生的天体发出的光线中包含着波长小于91.2纳米、

拥有强大能量的紫外线，这种电离光能够使氢原子重新电离成质子和中子。这种“宇宙再电离”现象是

现有恒星、行星等各种天体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事件。 

 

公报说，此次观测成果不仅有助于解释“宇宙再电离”问题，而且也是向探明“宇宙再电离”之前

的、至今仍笼罩着迷雾的“宇宙史黑暗时代”迈出的重要一步。 

 

日本观测到遥远星系放射出的强紫外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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