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文学家在银河系发现巨型黑洞
质量接近太阳33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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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际研究团队近日宣布，
其成员借助“盖亚”空间探测器，在
银河系发现一个巨型黑洞，其质量
接近太阳的33倍。该研究成果发表
在新一期国际《天文和天体物理学》
周刊上。

参与研究的以色列特拉维夫大
学当天发表声明说，研究团队在整理
分析欧洲航天局“盖亚”空间探测器
获取的新一批数据时，发现恒星级黑
洞“盖亚 BH3”，并确定其质量接近
太阳的33倍。

据欧航局介绍，“盖亚 BH3”目
前处于休眠状态，与伴星形成一个大
型双星系统，位于银河系天鹰座，距
离地球约1926光年。

“盖亚 BH3”是借助“盖亚”探测
器发现的银河系中第三个黑洞。
2022年 6月，欧航局发布第三批银
河系探测数据，也是截至当时最详
尽的银河系星系图，提供了近 20亿

颗恒星的数据。随后不久，天文学家
首次发现银河系存在恒星级休眠黑
洞——“盖亚 BH1”和“盖亚 BH2”。

恒星级黑洞是一种大质量恒星
引力塌缩后形成的黑洞。在两颗恒
星围绕彼此旋转组成的双星系统中，
一颗恒星变成黑洞后，将以其强大的
引力“吸积”伴星的物质，在吞噬过程
中发出大量X射线，给天文学家观测
黑洞提供了关键途径。

黑洞在休眠状态时极难被发现，
只能通过捕捉双星系统中潜在大质
量天体的引力引起的恒星微小不规
则运动，反复校准和分析数据，才能
验证这类黑洞是否存在。

研究人员表示，此前天文学家主
要通过观测引力波，在极遥远的星系
发现过此类黑洞。该发现为研究大
质量恒星如何演化和发展提供了新
认知。

（据新华社 赵曼君 吕迎旭）

维格纳晶体是一种完全由电子
组成的奇特晶体。美国普林斯顿大
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近日报告说，
他们首次实现了对双层石墨烯薄片
中的维格纳晶体的直接成像。这是
迄今最清晰的维格纳晶体成像，对
推动量子材料等领域的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

美籍匈牙利裔物理学家尤金·
维格纳在90年前基于量子力学提出
理论预测：在极低的温度和密度条
件下，电子之间的相互斥力会使它
们自发形成一种紧密排列的晶体结
构（晶格），即维格纳晶体。但由于

诱导电子形成晶体十分困难，此前
大多数对维格纳晶体的研究都依赖
于间接证据，此次能对维格纳晶体
直接成像，进一步证实了 90年前的
理论预测。

据英国《新科学家》周刊报道，
普林斯顿大学研究人员领衔的团队
利用两层仅有一个原子厚度的石墨
烯薄片制造出维格纳晶体。研究人
员确认这些石墨烯的原子晶格没有
任何缺陷，以消除其中的电子被“卡
住”的风险。为了降低电子的动能，
他们将双层石墨烯薄片冷却到接近
绝对零度，并将其置于强磁场中。

研究使用的成像设备是高分辨
率的扫描隧道显微镜，工作原理是
用显微镜的金属探针在样品表面扫
描，并使探针和样品之间形成纳米
级“隧道”，当在两者之间施加微小
电压时，利用电子转移产生的电流
就可探测样品形貌。

在本次研究中，科研人员直接观
察到具有三角形晶格结构的维格纳
晶体。此外，他们还追踪了该晶体的
结构如何随温度、磁场强度和电子数
量等因素的变化而变化。相关论文
日前发表在英国《自然》杂志上。

（据新华社 张莹）

科学家在较大的银河系空间范
围内，捕捉到银河系棒共振的化学和
运动学信号，弥补了以往使用银河系
子结构捕捉银河系棒共振信号的不
足。相关研究成果日前发表于《天体
物理学杂志快报》。

据论文第一作者、在北京师范大
学从事博士后研究的孙伟祥介绍，银

河系内部存在一个旋转的棒或旋转
的四极棒，探测银河系棒的共振信号
对于约束银河系棒的基本属性至关
重要。然而，以往对银河系棒共振信
号的探测仅局限于太阳领域特殊的
局部运动学子结构。研究认为，有必
要构建较大银盘区域上普遍存在的
属性，以探测银河系棒的共振信号，

这将有助于进一步约束银河系棒的
基本属性。

孙伟祥等人利用郭守敬望远镜
和阿帕奇天文台巡天所提供的17万
余颗红团簇星的大样本，结合欧空局
盖亚空间天体测量卫星巡天所提供
的天测数据，通过对化学属性的测量
发现，在扣除整体趋势后，这些红团
簇星的垂向金属丰度梯度随银河系
半径变化的关系存在显著的周期性
震荡行为。

研究还发现，薄盘（年老）和厚盘
（年轻）的拟合结果显示出明显不同
的波函数形式，表明这两个星族存在
明显不同的共振模式。这意味着银
河系两个棒结构的存在。

这项成果实现了从化学和运动
学属性上对银河系棒共振信号的探
测，为进一步研究银河系棒的属性奠
定了基础。

（据《中国科学报》沈春蕾）

大质量恒星黑洞及其伴星轨道艺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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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研究发现，阿拉比卡
咖啡树可能是至少 60万年前另
外 2 种咖啡树自然杂交的结
果。这个时间比智人的出现还
早得多。

据路透社近日报道，研究
人员对 39种阿拉比卡咖啡树植
株样本进行基因测序后发现，
这种咖啡树是罗布斯塔咖啡树
和欧基尼奥伊德斯咖啡树于约
61万年前到 100万年前在现今
埃塞俄比亚的森林里自然杂交
而成。

接受测序的样本包括瑞典
博物学家卡尔·林奈在18世纪采
集到的样本。相关研究报告刊
载于本周出版的英国期刊《自
然·遗传学》。

主要研究人员之一、美国纽
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生物学
家维克托·阿尔伯特说，阿拉比
卡咖啡树是主要经济作物之一，
在其种植国的农业经济方面占
据重要地位。

用罗布斯塔咖啡豆制作的
咖啡是一常见品种，多用作速溶
咖啡。相比之下，以阿拉比卡咖
啡豆制成的咖啡口感更柔和香
甜，在全球咖啡消费市场所占份
额达60%至70%。

欧基尼奥伊德斯咖啡树如
今比较罕见，在肯尼亚高海拔地
区仍有种植。

（据新华社 袁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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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研究首次直接“看见”维格纳晶体

研究捕捉到银河系棒共振的化学和运动学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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