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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 月月 2828 日凌晨日凌晨,,国际科学期刊国际科学期刊《《自然自然》》发布了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刘继峰发布了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刘继峰、、张昊彤研究团队的一项重大发张昊彤研究团队的一项重大发

现现。。依托我国自主研制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郭守敬望远镜依托我国自主研制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郭守敬望远镜(LAMOST),(LAMOST),研究团队发现了一颗迄今为止质量研究团队发现了一颗迄今为止质量

最大的恒星级黑洞最大的恒星级黑洞,,并提供了一种利用并提供了一种利用 LAMOSTLAMOST 巡天优势寻找黑洞的新方法巡天优势寻找黑洞的新方法。。

发现被誉为发现被誉为““黑洞之王黑洞之王””的的““功臣功臣””——郭守敬望远镜郭守敬望远镜，，就被安放在国家天文台兴隆观测站就被安放在国家天文台兴隆观测站。。

这个巡天利器为什么选择安放在这里这个巡天利器为什么选择安放在这里？？它又是凭借怎样的技术来颠覆人们对恒星级黑洞形成的认知呢它又是凭借怎样的技术来颠覆人们对恒星级黑洞形成的认知呢？？

在河北省内燕山主峰雾灵山南麓的
连营寨，10 个现代化的天文圆顶矗立于
郁郁葱葱的山脊之上。这里就是当今亚
洲规模最大的光学天文观测基地——中
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兴隆观测站。兴隆
观测站目前共有 50 厘米以上的天文望远
镜 9 架，其中，著名的郭守敬望远镜（LA-
MOST）就在这里。

LAMOST 是国家重大科学工程之
一，2010 年 4 月被冠名为“郭守敬望远
镜”。这是一架大视场兼备大口径新型光
学望远镜，它是目前我国最大的光学望远
镜，其有效通光口径达到 4 米，视场角直
径为 5 度。郭守敬望远镜的结构完全由
我国的科学家独创，地球上没有第二架。

郭守敬望远镜结构设计特殊，同时
兼具大口径和大视场两个优点，大口径
意味着更多的进光量，大视场意味着可
观测的范围更广，可同时观测的目标数

量更高。
郭守敬望远镜的焦面上安装了 4000

根可以自由移动的光纤，也就是说一次
观测就能拍摄近 4000 个天体的光谱。直
到今天郭守敬望远镜还是世界上光谱获
取效率最高的望远镜。

它于 2012 年开始运行，至 2015 年上
半年仅两年半的时间，它获取的光谱数
量就已经超过了世界上其他望远镜之前
拍摄所有光谱数量的总和。截止到 2018
年 6 月一期观测结束，郭守敬望远镜总共
获取了超过 900 万条光谱，而这个数字还
将会随着已经开始的二期观测而继续以
惊人的速度增加。

利用郭守敬望远镜庞大的光谱数
量，天文学家们得以对银河系进行“星口
普查”。例如，天文学家利用郭守敬望远
镜为银河系重新画像，两次刷新了银河
系半径大小，从原来的 5 万光年扩大到了

10 万光年，增加了一倍；还有最近利用郭
守敬望远镜发现了人类已知的锂含量最
高 的 巨 星 ，它 的 锂 含 量 是 同 类 恒 星 的
3000 倍以上，堪称“宇宙最大充电宝”；天
文学家还通过郭守敬望远镜发现了万余
颗来自宇宙早期的贫金属星，它们如同
宇宙的“化石”一样记录了宇宙早期的演
化信息；郭守敬望远镜找到了一批超高
速星，它们的速度快到甚至可以摆脱银
河系的引力。

2016 年秋季开始，研究团队利用该
望远镜开展双星课题研究，历时两年监
测了一个小天区内 3000 多颗恒星。结
果发现，在一个 X 射线辐射宁静的双星
系统（LB-1）中，一颗 8 倍太阳质量的蓝
色恒星，围绕一个“看不见的天体”做着
周期性运动。不同寻常的光谱特征表
明，那个“看不见的天体”极有可能是一
颗黑洞。

研究人员随即进行了“确认”：他们
通过西班牙 10.4 米口径加纳利大望远镜
和美国 10 米口径凯克望远镜，进一步确
认了 LB-1 的光谱性质，计算出该黑洞的
质量大约是太阳的 70倍。

刘继峰表示，如果利用一架普通四
米口径望远镜来寻找这样一颗黑洞，同
样的几率下，则需要 40 年的时间——这
充分体现出 LAMOST 超高的观测效率。

“LB-1 的发现标志着利用 LAMOST 巡天
优势搜寻黑洞新时代的到来”。

据了解，2019 年 3 月，郭守敬望远镜
（LAMOST）公开发布了 1125 万条光谱，
成为全球首个突破千万的光谱巡天项
目，被天文学家誉为全世界光谱获取率
最高的“光谱之王”。在此次黑洞发现过
程中，郭守敬望远镜（LAMOST）共为这
项研究做了 26 次观测，累积曝光时间约
40个小时。

为了纪念 LAMOST 在发现这颗巨大
恒星级黑洞上做出的贡献，天文学家给
这个包含黑洞的双星系统命名为 LB-1。

郭守敬望远镜建成之后，一次次的
观测结果和技术成就，无一不给我们带
来惊喜。

今年 1 月，望远镜观测、研究宇宙诞
生初期的历史有了新进展：基于巡天获
取的数以百万计的银河系恒星光谱，形
成了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贫金属星亮源
表，这成为研究银河系早期演化的宝贵
资源。

中科院国家天文台赵刚研究团队利
用 LAMOST 开展了国际上最大规模的贫
金属星搜寻项目。该团队李海宁等人利
用 LAMOST 巡天数据挑选出一万余颗金
属含量不到太阳百分之一的贫金属星候
选体，形成了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贫金属
星亮源表。表中 80%以上的目标非常适
合现有地面观测设备进行高分辨率后续
观测。

LAMOST 贫金属星项目是国际上目
前效率最高的同类搜寻计划，项目的实
施为国内外天文界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大
样本贫金属星。基于这些样本与 Gaia 卫
星观测结合形成的大数据，将为我们迎

来恒星考古的新时代。
今年 3 月 28 日，LAMOST 望远镜第 6

年光谱观测任务已圆满结束，经过 9 个月
的数据处理及质量分析，包含先导巡天
及前 6 年正式巡天的 LAMOST-DR6 数
据集也于当月 27 日正式对中国国内天文
学家和国际合作者发布。

中科院国家天文台指出，LAMOST-
DR6 光谱集成为目前世界上天区覆盖最
完备、巡天体积和采样密度最大、统计一
致性最好、样本数量最多的天文数据集，
这是中国天文基础数据库第一笔大规模
的宝贵储备，将为研究银河系及一般星
系的形成与演化提供强有力的基础性数
据。

银河系有很多伴星系，如位于银盘
下方的大小麦哲伦星系，就像地球的引
力牵着月亮转一样，银河系也牵着这些
星系转动。但是，此前科学家们都未能
对其进行具体描绘。

今年 7 月，来自中科院天文大科学
研究中心特聘青年研究员、上海天文台
博士后李静，中科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

刘超等人利用郭守敬望远镜（LAMOST）
第 一 次 描 绘 出 了 银 河 系 的 一 个 伴 星
系 ——人马座矮星系的星流（下称人马
座星流）的三维空间轨道分布，该项研
究成果已经发表在《天体物理学报》杂
志上。

11 月 14 日，云南天文台双星与变星
研究团组研究人员利用郭守敬望远镜

（LAMOST）光谱巡天数据和美国开普
勒测光巡天数据，给出了目前为止最大
的具有丰富参数的双星物理参量星表，
获得了 1320 颗双星的物理参数，为理解
银河系内双星的整体性质，探讨双星的
起源和演化提供了重要的观测基础。

对天文观测而言，“光谱千万条，研
究第一条”。

目前，中国、美国、德国、比利时、丹
麦等国家和地区的 124 所科研机构和大
学的 769 位用户，正在利用 LAMOST 巡
天数据开展研究工作，并已在银河系结
构与演化、恒星物理研究、特殊天体搜寻
等重要前沿领域取得一系列有影响力的
研究成果。迄今共发表 438 篇有显示度

的 SCI科研成果，引用 4200余次。
中科院国家天文台表示，随着 LA-

MOST 光谱巡天的继续开展及光谱数据
的持续公开发布，更多天文学家将利用
LAMOST 光谱数据在各个天文领域开展
不同尺度的研究，产生更多科研成果，进
而推动人类进一步认识宇宙。

依托既有资源，兴隆县有关方面则
表示，该县正与中科院国家天文台兴隆
观测站等方面合作，正布局相关项目，发
展星空科普产业。

文/记者赵泽众综合央视新闻、光明
日报、科技日报等媒体报道

““河北之眼河北之眼””发现发现““黑洞之王黑洞之王””

阅读提示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8 日电（记者董瑞丰）中国科学
院国家天文台11月28日宣布，该台研究团队依托郭守
敬望远镜（LAMOST）发现了一个迄今质量最大的恒星级
黑洞。这个黑洞质量约为太阳70倍，远超理论预言的
质量上限，有望推动恒星演化和黑洞形成理论的革新。

黑洞是一种体积极小、质量极大的天体，如同一个
宇宙“吞噬之口”，连光也无法逃逸。根据质量不同，黑
洞一般分为恒星级黑洞、中等质量黑洞和超大质量黑
洞。其中，恒星级黑洞由大质量恒星死亡形成，是宇宙
中广泛存在的“居民”，理论预言银河系中有上亿颗恒
星级黑洞。

但天文学家迄今仅在银河系发现约20颗恒星级
黑洞，且质量均小于20倍太阳质量，需通过黑洞吸积
伴星气体所发出的X射线来识别。当前主流的恒星演
化理论预言，在太阳金属丰度下只能形成最大为25倍
太阳质量的黑洞。

2016年秋季开始，国家天文台刘继峰、张昊彤研
究团队利用郭守敬望远镜开展双星课题研究，发现在
距离地球约1.4万光年的一个X射线辐射宁静的双星
系统（LB-1）中，一颗8倍太阳质量的蓝色恒星围绕一
个“看不见的天体”做着周期性运动。不同寻常的光谱
特征表明，那个“看不见的天体”极可能是一个黑洞。
研究人员随后进一步确认了LB-1的光谱性质，计算出
该黑洞质量大约是太阳的70倍。

刘继峰表示，这颗新发现黑洞的质量已经进入了
现有恒星演化理论的“禁区”。借助郭守敬望远镜超高
的观测效率，天文学家未来还有望发现一大批“深藏不
露”的黑洞。

美国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LIGO）台长大卫·雷
茨评论说，在银河系内发现70倍太阳质量的黑洞，将
迫使天文学家改写恒星级黑洞的形成模型。

该研究成果28日已在国际知名学术期刊《自然》
上发表。

为什么它能“看到”？

还会带来哪些惊喜？

专家表示，借助郭守敬望远镜
超高的观测效率——

未来有望发现
一大批黑洞

LB-1 的艺术想象图，中心黑色的点表示黑洞，周围
红色的圆盘代表截断的吸积盘，右下蓝色天体是伴星 B
型星。 新华社发（喻京川绘）

LB- 1 和
引力波并合事
件 、X 射 线 方
法发现的黑洞
的质量分布。

新华社发

推动省直机关学习宣传贯彻全会精神走在前作表率

郭守敬望远镜。新华社记者 李 响摄

为何会建在兴隆？

和普通望远
镜 不 同 ，科 研 用
的天文望远镜更
大、更重、精度更
高 ，同 时 也 很 难
移 动 。 因 此 ，建
设天文望远镜之
前 ，必 须 考 虑 一
个 重 要 的 问 题 ：
建在哪儿？

天文学家们
需要前往全国各

地 人 迹 罕 至 之 处
（为了避开光污染），
选择晴夜数较多（有更

多的时间可以观测）、大
气宁静度较好（拍摄的图像

质量会更好）的地点作为观测
站的站址。
在选择兴隆之前，负责选址的科学

家们在荒郊野岭中寻觅了 11 年，这期间

的苦累同经常出现的生命危险比不值一
提。为了找到优良的天文台址，当时动
用了几乎所有可能的手段，现在的兴隆
站站址，是历经千辛万苦才确定的。

兴隆观测站大气透明度好，且每年
平均有 240～260 个光谱观测夜，其中包
含 100～120 个测光观测夜，晴夜数多，具
备优秀的天文观测条件和完善的后勤保
障设施。

正是因为兴隆这样的优质地理位
置，让科学家们把郭守敬望远镜安放在
此。

兴隆观测基地隶属于中国科学院国
家天文台和中国科学院光学天文重点实
验室，于 1965 年首次踏勘，1968 年开始投
入使用，经过近 50 年的建设，成为亚洲大
陆规模最大的光学天文观测基地。兴隆
县隶属于河北省承德市，在北京的东北方
向，基地则位于兴隆县境内的燕山主峰南
麓，平均海拔约 900 米，地理坐标为东经
117°34′38″，北纬40°23′45″。

兴隆观测基地目前口径大于 50 厘
米的望远镜共有 9 台，分别为：郭守敬望
远 镜（LAMOST）、2.16 米 天 文 望 远 镜 、
1.26 米红外望远镜、1 米反光望远镜、60/
90 厘米施密特望远镜、85 厘米反光望远
镜、80 厘米反光望远镜、60 厘米反光望
远镜、50 厘米反光望远镜，具备完备的
高、中、低色散光谱和高精度测光观测设
备，探测能力覆盖光学波段和近红外波
段。

除 LAMOST 已发布了目前世界上
最大的光谱数据库外，每年有百余人次
的国内外天文学家利用 2.16 米等其他天
文望远镜从事恒星、星系和太阳系内天
体等多种天文观测研究。基于基地 2.16
米天文望远镜等设备已获得多项重要研
究成果，包括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一项，
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一项，多篇论文发
表于 NATURE 等顶级学术期刊，多项成
果入选年度十大天文科技进展，并在国
际联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相关

（上接第一版）
在宣讲报告会上，省直各单位主要

负责同志从充分认识全会的重大意义，
深刻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
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坚定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自信，准确把握坚持和完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要求、总
体目标和重点任务，加强党的领导、确保
全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全面落实到位
等四个方面，对全会精神进行了系统阐
述和深入解读。

只有学深悟透，才能深信笃行。省
直各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在宣讲中，就学
习宣传贯彻全会精神提出明确要求，要

求机关党员干部原原本本学，深入系统
学，静下心、沉下来，逐字逐句深读精读，
学深悟透精髓要义，真正学懂弄通全会
精神。省直机关党员干部纷纷表示，宣
讲主题鲜明、解读精准、鼓舞人心，对于
大家深入领会全会精神，深化思想认识
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在今后的工作中，
将立足本职工作，对标对表党中央部署，
落实省委要求，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相关
制度，真正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转化为实
实在在的成效，为推进经济强省、美丽河
北建设凝聚强大动力。

按照省委要求，省直各单位主要负
责人还将深入基层开展调研宣讲，把学
习领会全会精神落实到基层、落实到每

个人。据悉，省侨联将成立宣讲组到各
市开展宣讲，结合“委员读书活动”，引导
侨界群众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
策部署和省委要求上来。省委省直工委
要求，各单位围绕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
精神和省委九届九次全会精神，开展党
组（党委）、机关党委和党支部书记“三级
书记宣讲”活动。在党组（党委）书记宣
讲之后，各单位机关党委书记将为党支
部书记和部门理论骨干进行宣讲，党支
部书记依托“三会一课”、党员活动日等
为本支部党员宣讲，确保党员教育全覆
盖。

（记者薛惠娟、卢旭东、张淑会、马彦
铭、方素菊、尹翠莉、苑立立）

联系实际解读 激发青年共鸣
（上接第一版）要把深入推进依法
办学、依法治校落实到学校工作
的各个方面和环节。11 月 27 日，
邢台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刘彩
琴向师生作了题为《迈向“中国之
治”新境界》的宣讲报告，运用鲜
活的事例，深入系统解读，鼓励学
生扎实学好专业知识，为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贡献智
慧和力量。

高校如何贯彻落实党的十九
届四中全会精神？怎样提升学校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水平？11
月 26 日下午，河北中医学院党委
书记姜建明结合中医药高等院校

发展实际，现场为 300 余名师生
解疑释惑。河北北方学院党委书
记张连春在宣讲中为师生代表

“划重点”，全面阐释了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
显著优势，系统而有重点地解读
全会《决定》提出的总体要求、总
体目标、重要理论观点和制度创
新。

一场场宣讲报告让广大师生
进一步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的优越性，坚定了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承
德石油高等专科学校思想政治教
学部青年教师聂萌说，高校作为

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
坚强阵地，承担着立德树人的根
本任务，作为思政课教师，要以强
烈的责任与担当，讲好讲活思政
课，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听完宣
讲，邢台职业技术学院信息工程
系大一学生刘依熙的学习目标更
加清晰：“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为
我们的学习生活工作方方面面提
供了保障，作为一名刚步入大学
校门的学生，要努力学习专业知
识，提升专业技能，将来积极投身
于国家改革发展浪潮中，为实现
中国梦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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