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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把一粒沙放在一臂远的
指尖上，这就是你正看到的宇宙的一
部分”。日前，韦布空间望远镜拍摄的
首张全彩宇宙深空图像被公布出来。
美国宇航局有关人士表示，用韦布空
间望远镜拍摄这片宇宙区域，相当于
人类展开手臂后，观察指尖上面的一
粒沙。

极为宏大的“一粒沙”

用“一粒沙”来形容的宇宙区域，
好似非常微小，但对于人类而言，却是
无法想象的宏大，因为仅这“一粒沙”
中就包含了一个星系团。美国宇航局
介绍说，韦布空间望远镜拍摄的这张
全 彩 宇 宙 深 空 图 像 上 正 是 名 为

“SMACS 0723”的星系团，其中包含数
千个星系。

图像展现的是该星系团约 46 亿
年前的样子，也就是说，望远镜现在
收到的光是该星系团很久以前发出
的 ，离 地 球 约 46 亿 光 年 。 同 时 ，

“SMACS 0723”星系团的总质量使其
产生了引力透镜效应，放大了它背后
更遥远的星系。所以，韦布空间望远
镜现在探测到的有些光或是从更远
的星系传过来的，比如 130 亿年前就
发出来的光，也就是来自“宇宙大爆
炸”不久后的光。

不仅如此，这张图像还使得人类
以前所未有的清晰度看到了宇宙中的
这“一粒沙”。图像上包含有以前从未
见过的微小结构，包括星团和漫射特
征等，能使人一眼辨认出星系，甚至还
能看到呈雾状的星云。

科学界曾作过一个形象的比喻：
哈勃太空望远镜能观测的是青少年期
的星系。而韦布空间望远镜能观测到
的是更遥远的幼儿、婴儿时期的星系。

捕捉来自如此遥远星系的光已属
不易，还拍摄得如此清晰，韦布空间望
远镜是怎么做到的呢？

清晰的宇宙红外图像

韦布空间望远镜任务目标主要有
4个方面：寻找宇宙中诞生的第一批星
系；研究星系演化的各阶段；观察恒星
及行星系统的形成；测定包括太阳系
行星系统在内的星系物理、化学性质，
并研究其他行星系统存在生命的可能
性。当然，为了完成任务，它所依仗的
科技也很强大。

首先，韦布空间望远镜是人类迄
今建造的最大、功能最强的空间望远

镜，其主镜直径6.5米，由18片巨大六
边形子镜构成，配有5层可展开的遮阳
板，从精密的黄金反射镜面，到利用声
波来实现热量交换的脉管制冷机，再
到自燃推进剂推进器系统，每个部分
都用上了当时的高端科技。

其次，韦布空间望远镜的运行轨
道为围绕日地系统的拉格朗日点L2，
距地球约150万千米。在这个轨道位
置上，其通信抛物面天线与太阳光成
28度夹角，这样既能够避免过多太阳
光影响通信，又能够让部分光线照射
过来为太阳能电池板提供能量，还可
以最大限度地降低红外线干扰。

更重要的是，韦布空间望远镜是
一款红外线望远镜，有助于观察宇宙
中的红移现象，其观测波长范围是600
纳米至28.8微米，主要处于红外波段。
不同于紫外线和可见光，波长较长的
红外线能绕过部分尘埃，让望远镜看
到隐藏在尘埃云背后的天体。

更多星系图像被公布

除了这张全彩宇宙深空图像，韦
布空间望远镜还拍到更多太阳系外星
系的全彩宇宙图像及光谱图。

这些图像包括：银河系中的系外行
星“WASP-96b”的光谱图，这一行星位
于距地球约1150光年的南天星座凤凰
座，光谱图首次呈现了该行星有水、雾
霾和云等特征；距地球约2000光年的南
环星云，图像展示了这一行星状星云的
全貌；位于飞马座的斯蒂芬五重星系，
图像揭示了该星系的超大质量黑洞附
近气体的速度和成分；船底座星云，图
像呈现了其早期、快速形成的阶段。

其中，凤凰座（Phoenix）是南天星
座之一，属于在南鱼座的北落师门和
在波江座的水委一这两颗亮星间的那
片不太亮的星座。这个星座基本上可
以看作是一只从火焰中展翅起飞的新
生的凤凰的形象。而船底座星云距离
地球7600光年，是恒星诞生的地方，拥
有许多比太阳质量大得多的恒星，能
拍到它的早期阶段，科研意义重大。

面对浩瀚无垠的宇宙，人类总是
充满了好奇：宇宙究竟是如何起源
的？有没有地外生命存在？韦布空间
望远镜正是带着这种使命，开启了它
的太空旅程。尽管它只是拍到了宇宙
中的“一粒沙”，对于人类而言，这仍是
令人震惊的科学壮举。

（据新华社综合整理）

在晴朗、无月、零光害的夜空，肉
眼最暗能看到6等星（视星等），能看到
最远的行星、恒星、星系分别是：天王
星、海山二和仙女星系/三角星系。

天王星
这颗浅蓝绿色的行星距离地球平

均25亿公里，光行时间2小时40分钟，
视星等6等左右，冲日（每1年零4-5天
发生一次）时最亮可达5.5等。

海山二（η Carinae船底座）
是一颗南天恒星，也是迄今人类

发现随时有可能超新星爆发的恒星之

一，距离地球7500光年，当前视星等为
4.3等。

华盖三（V762 Cas 仙后座）
曾被认为是肉眼可见的最远的恒

星（估计距离约1.4万光年），然而根据
最新的 Gaia EDR3 结果，其距离仅约

2500光年。
仙女星系M31/三角星系M33
距离地球分别为254万光年和300

万光年，视星等分别为3.44和5.72，空
中相距约15度。

（本报综合）

韦布望远镜
拍到了宇宙中的“一粒沙”

相关链接

不用望远镜 肉眼能看到哪些星星

名
词
解
释

引力透镜

引力透镜是爱因斯坦时
空弯曲理论推导出来的一个
概念。

早在1911年爱因斯坦就提
出，由于大质量天体对周边时
空造成弯曲，远方恒星的光线
掠过太阳表面时会发生微小的
偏转。1919 年，英国天文学家
观测到了日全食状态下远方星
光经过太阳附近，发生了1.75"
的偏转，由此验证了爱因斯坦
广义相对论的正确性。

简单地说，就是质量扭曲
时空表现出来的引力现象使光
线发生弯曲。在宇宙中，前置
大质量天体能够增亮视线背景
星系或扭曲其图像，原理类似
光学透镜的作用，因而称为引
力透镜效应。

红移

红移是指物体向远离地球
的方向移动时，所发出的光波长
会随之增加。随着宇宙持续膨
胀，早期发光天体发出的紫外线
和可见光朝光谱的红端移动，最
终以红外线的形式在今天抵达
近地空间，这种现象称为红移。
观测红移现象有助于科学家以
更近距离看到万物起源。

在哈勃望远镜发射之前，
地基光学望远镜只能观测到红
移不超过1的天体，约相当于大
爆炸至今宇宙年龄的一半，而
哈 勃 望 远 镜 可 观 测 到 红 移
11.1，即约3%的宇宙年龄，韦布
望远镜或能探测到红移更高的
星系。

韦布空间望远镜

为什么JWST 望远镜被翻
译为“韦布空间望远镜”而不是

“韦伯空间望远镜”呢？因为前
者才是正确的官方定名。

实际上，早在 2004 年，在天
文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的第
六批天文学新名词中，JWST的
中文名就被定名为“詹姆斯·韦
布空间望远镜”，简称“韦布空间
望远镜”。但因为韦布望远镜
1996 年就进入研制阶段，却在
2021 年才成功发射上天，整整
过了25年，当初的官方定名渐
渐被人遗忘了。 （本报综合）

韦布空间望远镜拍摄的首张全彩宇宙深空图像。 图片来源：NASA（美国宇航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