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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美国太空网报道，今年早些时候，一颗130亿年前爆炸的恒星发出的光被探测到，成为在宇宙空

间观测到的最遥远的天体。该天体大约形成于宇宙大爆炸后的6.3亿年，是迄今人类观测到的距离地球

最遥远的天体。 

 

迄今最遥远的天体 

 

此次观测到的最遥远天体其实是一种伽玛射线暴。美国宇航局“雨燕”(Swift)观测卫星最早于

2009年4月23日观测到这一伽玛暴，该伽玛暴也因此被命名为“GRB 090423”。通常认为，当超大质量

恒星崩塌形成恒星大小的黑洞时，就会发出超能伽玛射线暴。据了解，伽马射线暴是宇宙中一种伽马射

线突然增强的现象。伽马射线是波长小于0.1纳米的电磁波，是比X射线能量还高的一种辐射，它的能量

非常高，能够消灭临近星体上的任何生命。在离地球6000光年范围内的任何伽马射线暴都能够摧毁臭氧

层，从而破坏地球。 

 

数小时之后，全世界的望远镜都对准了这一伽玛射线暴，这也是宇宙空间中最猛烈的爆炸。天文学

家对该伽玛暴的红外线余辉进行研究，来确定其来源和地点。两个研究团队，一个借助设在智利的欧洲

南方天文台的8.2米望远镜，另一个借助设在西班牙的意大利国家伽利略望远镜，精确观测出这一伽玛

射线暴的距离，距地球超过130亿光年。此前距地球最远天体的记录为GRB 080913所保持，为128亿光

年。 

 

130亿光年的距离，意味着地球上看到的恒星爆炸，实际发生在130亿年前。根据宇宙诞生的“大爆

炸”理论，宇宙诞生于约137亿年前。也就是说，这颗恒星可能伴随宇宙诞生后6.3亿年就“死亡”，变

成了一个黑洞，并爆发出猛烈的伽玛射线暴。 

 

天文学家依据红移原理来计算恒星爆炸和地球间的距离。爆炸发出的波在宇宙中运动时能量会衰

减，其频谱向红光方向，也就是频率更低、波长更长的低能量波方向移动，红移越大，光源的距离就越

远。此前天文学家观测到的最远的宇宙伽马射线源红移值约为4.5。迄今为止，已知宇宙中最远的一个

类星体的红移值约为6.4。地面天文学家在得到“雨燕”发出的数据后，再通过欧洲南方天文台观测恒

星爆炸的红外线余辉。他们计算出这次爆炸的红移值是6.29，爆炸发生在距地球130亿光年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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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奋人心”的发现 

 

近些年，天文学家对更为遥远的伽玛射线暴、星系和类星体进行探测，更为接近于宇宙诞生首批恒

星和星系的最初期。英国莱斯特大学的尼亚尔-坦维尔说，因此能探测到宇宙最初期的恒星爆炸只是个

时间问题。尼亚尔-坦维尔在欧洲南方天文台研究团队工作。 

 

尼亚尔-坦维尔说，“我们在几年内都在对类似的伽玛射线暴进行探寻，我们期待某一天运气来

临。但是最终发现如此遥远的天体，还是令我们兴奋异常。”天文学家希望，观测到这一伽玛射线暴以

及其他遥远的伽马射线暴有助于了解所谓的“宇宙大黑暗时代”。在“宇宙大黑暗时代”最初的恒星和

星系还未形成。 

 

国家射电天文台的戴尔-弗雷尔说，“这一爆炸为我们观测了解正在经历剧烈变化的宇宙幼年期提

供了很好的机会。最初形成的恒星和星系发出的光穿破了宇宙早期的黑暗。发出这一伽玛射线暴的爆炸

恒星属于宇宙最早期的恒星。” 

 

宇宙大黑暗时代 

 

大爆炸之后，宇宙在不断膨胀的同时也迅速冷却。40多万年后，自由的电子和质子(分别是负电荷

和正电荷)结合形成了中性原子核，使整个宇宙被一种“背景辐射”所覆盖，而今天我们能够通过其电

磁波频谱中的微波部分(所谓“宇宙微波背景”)探测到背景辐射的存在。 

 

宇宙一直保持电中性状态，直到出现最初的星体和星系。星体中的量子将电子从原子核中击出，进

而“再电离”整个宇宙。但是探测到当时最遥远的星系和类星体是非常困难的，因此天文学家希望类似

于GRB 090423的遥远伽码射线爆炸能够提供“再电离”时代的信息。当然，如果想对宇宙大黑暗时代进

行精确解读的话，可能还需要发现和研究更多的伽码射线爆炸。 

 

目前，我们对如此远古时代还知之甚少。所以，即使是单独的探测发现也会为我们描绘早期宇宙模

型提供限定条件和有益信息。意大利国家天体物理学院科学家、伽利略国家天文台研究小组成员鲁本-

萨尔瓦特拉对美国太空网说：“但是坦白说，假如我们想了解那个特定宇宙历史时期的情况，决定性的

步骤需要收集更多类似的大规模遥远伽码射线爆炸的样本。” 

 

当被问及此项最遥远记录会保持多久时，坦维尔回答说：“根据以往经验，可能会需要几年的时间

来打破该记录。但是即便明天就打破，我也丝毫不会感到吃惊。”他还表示希望下一个创纪录者会是另

一个伽码射线爆炸。两个小组的研究成果都将详细发表于10月29日的《自然》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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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评论只代表网友个人观点，不代表科学网观点。       
 

2009-11-2 12:55:54 匿名 IP:121.33.145.*  

光一秒可以围绕地球走7圈半 地球周长4万公里 自己慢慢算130亿光年事多远吧 

［回复］

2009-11-1 14:34:08 匿名 IP:211.157.174.*  

光走130亿年宇宙爆炸的速度是多少？？？？？ 

［回复］

2009-10-31 23:56:16 匿名 IP:59.175.214.*  

震撼 

［回复］

2009-10-31 15:26:29 匿名 IP:121.8.210.*  

人类的探索总是无穷的！人类会不断取得进步！ 

［回复］

2009-10-30 17:51:17 匿名 IP:60.177.180.*  

我需要新科学知识。 

［回复］

 

读后感言： 

   发表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