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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中国天眼”，由中国科学院国

家天文台研究员徐聪领导的国际团队

发现了一个尺度约为 200 万光年的巨

大原子气体结构，位于著名致密星系群

“斯蒂芬五重星系”，比银河系大 20 倍，

是迄今为止在宇宙中探测到的最大的

原子气体结构。10 月 19 日，该成果在

国际学术期刊《自然》杂志发表。

宇宙天体的起源离不
开原子气体

天体物理中非常重要的一项研究，

就是观测宇宙中的气体。宇宙中所有

天体的起源，都离不开原子气体。例

如，星系主要的演化过程就是不断从宇

宙空间吸收原子气体，然后将其转化为

恒星。

团队成员之一、中科院国家天文台

研究员程诚介绍：“我们看到的所有的

天体，比如恒星，它们的源头最终都会

归结到中性原子氢气体。”

此外，研究气体本身也非常重要。

对此，程诚进一步解释：“比如，有的恒

星形成时，它不是来自原子氢，而是来

自分子氢。那么，原子氢是怎么变成分

子氢的？分子氢的密度为何会越来越

高？还有，这些原子氢等重子物质是如

何汇聚到星系的中心区域，然后渐渐形

成恒星变成星系的？这些问题对于研

究天体演化的各种阶段都非常关键。”

通过射电天文波段，天文学家能够

对宇宙中的原子气体进行直接观测。

“中国天眼”是当今世界口径最大、灵敏

度最高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其所拥有

的超高灵敏度，能够探测到远离星系中

心的极其稀薄的弥散原子气体所发出

的暗弱辐射。

经过研究分析，科研团队最终选中

了 著 名 致 密 星 系 群“ 斯 蒂 芬 五 重 星

系”进行观测。自 1877 年被法国天文

学家斯蒂芬发现后，“斯蒂芬五重星系”

便是天文学领域最受关注的星系群，也

成为韦布空间望远镜第一批观测并首

次向公众展示的 5 个目标之一。

程诚说：“此前，也有其他国家的望

远镜对这个星系群区域观测过多次，但

那些望远镜的灵敏度都不够高，所以观

测结果都不理想。我们期望能够突破

以往的观测极限。”

“中国天眼”是唯一能
探测到如此稀薄气体的望
远镜

宇宙中星系相互作用以及它们中

间气体的来源一直是天文学中的重要

问题，“中国天眼”是研究这个问题的

“利器”。

由徐聪领导的、以中科院南美天文

研究中心为主的国际团队包括了国内

外一流的红外和射电天文专家，他们都

有丰富的多波段研究经验。在“中国天

眼”对国际天文界开放申请的第一季，

该团队便提交了观测申请，并通过评审

得到了观测时间。

徐聪说：“我们的科学目标是将‘中

国天眼’发挥到极致，探测到宇宙中最

稀薄的气体，研究星系中的气体最远来

自宇宙中何处。”

在天文观测中，出现噪声在所难

免。为了能够达到观测目标，“中国天

眼”的调试人员不断改进、提高“中国天

眼”的灵敏度并压制噪声，终于在 2021
年 10 月将其灵敏度调试到极限，成功

观测到“斯蒂芬五重星系”周围极稀薄

的气体。

程诚说：“前后观测大概只用了一

个月的时间，望远镜的总曝光时间是

22 小时。这个时间可以说是特别快，

超出了我们的预期。”

在这次观测中，“中国天眼”的接收

机表现也特别出色。

“接收机接收信号时就有点像收

音机调台，我们要的中性氢的辐射就

恰 好 在 1.39GHz 附 近 ，我 们 就 需 要 在

这个频段附近找信号。有些望远镜接

收机的频段范围窄，但‘中国天眼’接

收机接收信号的频率覆盖范围很宽，

效率就很高。”

让科研团队吃惊的是，这些气体延

展到了星系外 200 万光年的地方，是有

史以来天文观测到的宇宙中最大的原

子气体结构，“中国天眼”也成为唯一一

个能探测到如此稀薄气体的望远镜。

对研究星系及其气体
在宇宙中的演化提出挑战

“中国天眼”的这项最新发现，揭示

了在远离该星系群中心的外围空间，存

在大尺度的低密度原子气体结构。

徐聪说：“这些原子气体结构的形

成很可能与‘斯蒂芬五重星系’早期形

成时星系间相互作用的历史有关，可能

已经存在了大约 10 亿年。”

程诚告诉记者，此前也有观测到过

这类中性原子氢的弥散系统，但都是一

个星系附近有一个中性原子氢结构系

统，形状像尾巴一样。“我们原本的预期

是希望利用中性原子氢的弥散分布情

况来理解星系群并合的历史。我们曾

设想，也许有些中性氢是被甩出来到星

系边缘，但当我们看到在星系外围有一

个这么大的原子气体结构时，我们便猜

测，也许有一个星系的中性原子氢被彻

底剥离出来了。”程诚说。

徐聪介绍，本次成果预示着宇宙

中可能存在更多这样大尺度的低密度

原子气体结构，“这项发现对研究星系

及 其 气 体 在 宇 宙 中 的 演 化 提 出 了 挑

战，因为现有理论很难解释为什么在

如此漫长的时间里，这些稀薄的原子

气体仍没有被宇宙空间中的紫外背景

辐射电离。”

“中国天眼”的运行，为研究宇宙中

天体的起源打开了一个崭新窗口，后续

可以利用本次观测结果，对紫外背景辐

射电离进行更多探索。

上图为“中国天眼”探测到的在致

密星系群“斯蒂芬五重星系”周围天区

中的原子气体分布。

中科院国家天文台供图

我科学家发现目前宇宙中最大的原子气体结构

“中国天眼”，看见更远星河
本报记者 吴月辉

宇宙中所有天体的
起源，都离不开原子气
体。近日，我科学家利用

“中国天眼”发现了一个
尺度约为 200 万光年的
原子气体结构，是目前宇
宙中探测到的最大的原
子气体结构。“中国天眼”
也成为唯一一个能探测
到 如 此 稀 薄 气 体 的 望
远镜。

核心阅读
■科技自立自强R

前不久，话剧《桂梅老师》获

得第十七届文华奖。通过一部话

剧，让不熟悉张桂梅老师的人知

道她，让知道她的人走进她的心

灵世界，作为编剧我很欣慰。在

我心中，这部话剧还得了另外一

个“奖”。很多观众在看完话剧后

说，“我也想像桂梅老师那样，为

他人、为社会做点什么。”这是来

自观众的最高褒奖，也让我深深

感到，写这个话剧“值得”。

如同种下种子才能长出植

物，创作也是如此。发自内心的

感 动 ，便 是 艺 术 的 种 子 。 话 剧

《桂梅老师》创作的初衷，便是因

为一种说不出的感动。2009 年，

我为电视文艺晚会《云岭楷模》

创作了一个短剧《感恩的心》，因

为节目录制需要，电视台提前两天把桂

梅老师接到昆明。桂梅老师放下行囊就

去了昆明火车站募捐，将红色条幅“献爱

心，让大山里的女孩读书”摆到广场一

角。后来，车站警察打电话给电视台询

问有没有叫张桂梅的云岭楷模。我想象

着桂梅老师在熙熙攘攘的车站广场募捐

的场面，心被扎了一下，那时就下决心要

写一台大型话剧。2020 年，当我终于起

笔的一刻，百感交集，眼前总是浮现一个

场景：在高高的山岗上，桂梅老师领着一

个女孩子往前走着，女孩子出神地望着

学校的方向。

每个人心中都有琴弦，当生活的素

材来了，体会到了某种感动，琴弦就会被

拨响。而对于创作者来说，拨动琴弦后

能否弹出动人的旋律，还取决于创作功

力。我认为，写英模、英雄，要接地气，也

就是他们在人性层面上和你、我、他（她）

相似的地方，这是让观众相信

他（她）的基础。在塑造桂梅老

师的过程中，我提炼出 6 种人物

性格色彩：她有着和普通人一

样脆弱的一面，想起去世的爱

人会独自哭泣；有超越常人的

坚韧和顽强；党性原则强，面对

困难总是会焕发出一种强大的

力量……我按照这些性格色彩

来组织桂梅老师的行为冲突，

观众感受到的桂梅老师既是普

通人又有超越普通人的地方。

对 创 作 者 来 说 ，标 准 有 多

高，工作量就有多大。剧本前

后酝酿了 11 年之久，其间我和

我的学生多次实地采访，与桂

梅老师长谈，整理了 400 多个故

事。如何从大量素材中提炼出

十几个故事，极大浓缩、代表桂

梅 老 师 的 生 命 节 点 、精 神 历

程？必须在戏剧形式上有所创

新。形式创新最难能可贵的是

做到“内容就是形式，形式就是

内 容 ”。 经 过 反 复 思 索 ，一 方

面，这部剧设计了由桂梅老师

的同事、学生、事件见证人组成

的人物式歌队即宣讲队，跳进

跳 出 ，打 破 传 统 戏 剧 线 性 叙

述 。 另 一 方 面 ，围 绕“ 事 随 人

走”而不是“人跟事走”结构全

剧 ，最 大 程 度 塑 造 桂 梅 老 师 的

人物形象、挖掘她的内心世界，结构手段

是“往事重演”，即套层结构的使用。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更多增强人

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文艺作品满

足的是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从某种程

度上说，文艺市场也是情感市场。主旋

律 作 品 弘 扬 生 活 的 真 善 美 ，是 时 代 强

音 ，更 是 大 众 不 可 或 缺 的“ 精 神 维 生

素”。主旋律作品，要做到“思想性、艺

术 性 、观 赏 性 ”的 统 一 ，增 强 人 民 精 神

力量。作为创作者，要沉下心来，真正

按照戏剧艺术创作规律去创作。研究

文艺市场、研究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

的 情 感 需 求 、审 美 趣 味 。 能 够 流 传 下

来 的 经 典 作 品 ，都 是 文 艺 市 场 检 验 的

结果。

（作者为话剧《桂梅老师》编剧、导

演，本报记者智春丽采访整理）

创
作
是
拨
动
心
中
的
琴
弦

王
宝
社

■新语·让好声音成为最强音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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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赏性”的统一，增
强人民精神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