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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真奇妙
我们最远能看多远
人类到过的最远的地方是哪里？珠穆朗玛峰？南极和北极？月球？面对这个问题，你可能已
经想到了许多答案。借助望远镜，人类肉眼能到达的地方远到超乎你的想象。

肉眼可见的最远天体
你曾在夜晚的星空下数过星星吗？夜空中有多少颗星星呢？不用望远镜的情况下，人们可以
在地球的各个方向找到共9000多颗星星，不过，它们绝大部分就在太阳系的周围，银河系之
内，像一圈明亮的灯泡，把地球的夜空点亮。
我们肉眼能看到的银河系外天体是仙女座星系和三角座星系，它们待在天空的小角落里，如
果不仔细观察，你很容易忽略它们的存在，但实际上，它们的个头可不小。仙女座星系和三
角座星系已是人类肉眼可见的最远天体，却仍然是我们的“邻居”，如果没有望远镜，我们
的视野将止步于此。

人类观测到的超远距离
2016年，天文学家借助哈勃望远镜、斯皮策太空望远镜发现了一个星体，在照片上，它就像
一粒灰尘，天文学家将其放大上万倍后才能勉强看出轮廓。这粒“灰尘”被命名为GN-z11。
GN-z11是迄今为止人们发现的最古老的星系之一，在宇宙诞生仅4亿年之后就出现了。
GN-z11曾经非常活跃，制造出了许多巨型恒星，它的总质量相当于10亿个太阳，大小约为银
河系的4%。

人们观测到的最远的星
伊卡洛斯星位于一个旋涡星系中，是人们观测到的最远的单颗恒星。作为一颗蓝色超巨星，
它的质量超过太阳的33倍，亮度达到太阳的几十万倍。
通常，人们是无法在这么远的距离上找到单独一颗恒星的，但伊卡洛斯星却很幸运，在它的
前方恰好有一个巨大的星系团。这个星系团就像天然的放大镜，会产生一种被称为“引力透
镜”的效应，即光线被强大的引力弯曲、聚集，最终被天文望远镜检测到。

要问谁最远？比比谁最“红”
你或许会冒出一个疑问：这些天体都是照片上的一个小点，凭什么就能确定这几个星体就是
最远的？想象一下汽车按着喇叭呼啸而过的声音。当车辆朝你驶来时，鸣笛声的音调会升
高；当它逐渐跑远，鸣笛声便越来越低沉，这种现象叫做“多普勒效应”。宇宙中也会出现
这种效应，不过发生变化的不是声音，而是光线。
当天体远离我们时，它发出的光线波长会被拉长，使光的颜色变红，即“红移”；当天体接
近我们时，光线的波长会缩短，光的颜色变蓝，即“蓝移”。越远的天体远离我们的速度越
快，红移就越明显，观察它的红移速度，我们就能算出对应距离。

人类的视野极限
由于天体越远，光就需要越长的时间才能抵达地球，因此，我们看到的星空其实是一本“相
册”，上面记录了过去不同时期、不同距离的天体图像。随着距离的推远，星空“相册”会
出现越来越多的空白，相册的最后一页写着：距地球465亿光年。这就是我们视野的尽头，
无论我们拥有多么强大的观测设备，超出这个距离的宇宙永远都不可能被看到，因为宇宙正
在不断膨胀。
在一只没有气的气球上画几个点，然后给气球吹气。你会看到，随着气球鼓起，点与点之间
会变得越来越远。宇宙如同这只气球，内部空间不断变大。宇宙边缘的“光之邮递员”就像
气球上的一只蚂蚁，气球膨胀的速度比它爬行的速度还快，使它永远爬不到目的地。因此，
宇宙边缘的光永远无法被地球接收到。
不过，光是这465亿光年内的宇宙，就足够人类投入无限的精力去探索了；至于宇宙到底会
不会永远膨胀下去，这还是个有待科学家们解开的谜题。

人类的“千里眼”
由于红移和被星际尘埃阻挡等原因，遥远天体发出的光即便远远强于太阳光，抵达地球时也
会变得极其微弱；还有许多天体会发出人类肉眼不可见的紫外线、X射线、无线电波等等。
为此，人们建造了多种天文望远镜，它们拥有不同的“视觉”，专门观测不同类型的光源。
文章来源百度知道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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