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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美国生活科学网站8月21日报道，银河系中央潜伏着一个巨大的黑洞，身处黑洞附近的天体都会

逐渐地被黑洞吞噬，并最终消失地无影无踪，也就是说在理论上黑洞附近是不可能存在任何天体的。但

科学家近日通过研究发现，一大群巨大的恒星漂浮在我们银河系的中央，它们就神秘地盘旋在黑洞附

近。 

 

这些体积巨大的恒星是如何在黑洞附近形成，这一问题一直让天文学家感到困惑，它们本不应该在

黑洞附近形成，就像其他被黑洞吞噬的天体一样，当天体还是巨大的气体云的时候，气体云就会被黑洞

附近巨大的引力撕裂，然后逐渐被黑洞吞噬。 

 

科学家之前猜想这些恒星群是在别处形成，然后盘旋到黑洞附近的，但是天文学家没有追踪到任何

关于恒星迁移过程中留下的行迹。 

 

现在，科学家已经设计出了一个模型，首次模仿演示出了这些恒星在如此复杂混乱的黑洞环境中形

成的过程。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的天文学家伊恩·邦纳尔（Ian Bonnell）和爱丁堡大学的威廉·肯

·赖斯（William Ken Rice）一起创造了这个计算机仿真模型，他们对黑洞附近恒星的形成原因给出了

一个新的解释，关于这个模型的详细说明将在8月22日的《科学》杂志上专刊发表。在他们设计的模型

中，庞大的气体云在逐渐靠近黑洞时，大部分气体云被黑洞附近强大的引力撕裂，小部分气体云由于气

体云中气体的剧烈动荡而残留在了黑洞附近，这部分残留的气体云逐渐形成了一个围绕黑洞做旋转运动

的圆形气状物，而黑洞附近巨大的引力正好为这个气状物的旋转运动提供了一个向心力，使气状物在一

个固定的轨道旋转，但同时如果引力大于圆形气状物做圆周运动所需要的向心力，剩下的气体云还是会

被黑洞吞噬。 

 

伊恩说：“我们一直试图搞清楚这个问题，恒星在正常的环境下形成和在如此混乱的黑洞环境中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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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到底有什么区别，形成这一差别的原因是什么，我们设计的这个模型不光能为恒星在黑洞附近的形成

提供一个参考，还能够为我们在银河系中观察到的其他事物提供一个很好的参照。” 

 

虽然科学家创造了这种计算机仿真模型来演示黑洞附近恒星的形成，但这并不能证明模型显示出来

的过程就是在遥远的银河系中央发生的事情。美国科罗拉多州大学天文学家菲利普·阿米蒂奇

（Philip Armitage）说：“我们对新的研究成果表示满意，但同时我们还无法证明这个模型当中的设

想是否正确，一切都还处于理论阶段，我们不知道伊恩和威廉设计出的模型假设环境的原始条件是否和

银河系中央环境的条件一致”。伊恩对此也表示了赞同，他说：“我们下一步工作就是进一步证明我们

这种模型的可能性，同时我们也会考虑其他关于恒星形成的设想。但我们这个模型所描述的过程和实际

黑洞附近恒星形成的过程应该十分接近了，我感觉实际的过程就是这样。” 

 

科学家同时想知道这个模型演示的过程是否会发生在其他星系中，由于我们离其他星系的中央距离

太远，所以想要深入的研究十分困难，但科学家们推测模型中演示的恒星形成过程在浩瀚的宇宙很普

遍。伊恩说：“我们银河系中存在的巨大黑洞，肯定在其他星系同样存在，甚至其他星系的黑洞比我们

银河系中央的黑洞要大上几千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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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河系中首次观测到上千个超大质量黑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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