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试胆石”被砸了新民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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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四年前，世界首张黑洞照片问

世。在那张来自事件视界望远镜

（EHT）的照片里，M87中心黑洞如

同电影《指环王》中索伦的魔眼，在

温暖而神秘的橙红色光环中，是一

片深黑的无底之洞。

北京时间26日深夜，M87黑洞

又换上了“新头像”。这一回，由中

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路如森研究员

领衔的国际研究团队，利用在毫米

波段开展的新观测，首次在一张图

里拍到了黑洞阴影、黑洞周围的吸

积流以及强大喷流——“甜甜圈”依

旧在，还有向远处延展的“尾巴”。

相关成果发表在本期出版的

国际顶级学术期刊《自然》（Nature）

上。

从“特写”到“全景”
将两张照片摆在一块，一张“特

写”，一张“全景”。除了明显的“尾

巴”部分，“甜甜圈”的颜色也不大一

样。而且，这次观测到的环比四年

前要大上近50%，难不成黑洞在悄

悄“长胖”？

当然不是！这是由于两张照片

用到的观测设备不同——

要想得到“高清照片”，要么降

低观测频段光子的波长，要么增加

望远镜的有效口径。在世界首张黑

洞照片中，是通过甚长基线干涉测

量（VLBI）技术对全球8个不同地方

的望远镜进行联网，得到了一个口

径达1万公里的望远镜。

这次，分布在地球不同位置的

16台望远镜联合起来，组成一台口

径等同于地球直径的望远镜。除

了全球毫米波阵的14台望远镜，

位于智利的阿塔卡马大型毫米波/

亚毫米波阵列望远镜的加入，使南

北方向分辨率增加了4倍，而北极

圈内格陵兰望远镜的“出战”同样让

观测如虎添翼。

“EHT的视场比较小，只能拍

摄‘特写’照片，离黑洞稍远一些的

喷流没能进入镜头。”中科院上海

天文台研究员、中德马普伙伴小组

组长路如森解释，“本次拍摄用的

望远镜比EHT的视场大很多，既能

看到黑洞周围的发光物质，也能看

到喷流。”

此外，两张照片的观测频率也

不同，喷流辐射在EHT采取的1.3

毫米观测波长相对更暗，而本次观

测采取的3.5毫米观测波长则明亮

不少——这既是这回的“甜甜圈”看

上去更“可口”，也是EHT“看不见”

喷流的潜在原因。

先单色后“彩照”
黑洞的“黑”源于自身强悍的引

力场，只要闯入了它的事件视界，连

光都跑不出来。理论学家认为，黑

洞不仅在“吃”，同时也在“吐”；若是

“吐”出的物质速度快、方向性好，便

形成了所观测到的喷流——也就是

“甜甜圈”后拖着的“尾巴”。

以前，科学家们只在单独的图

像中分别看到过黑洞和喷流，而此

次拍摄的“全景”，将两者在一张图

上呈现。要知道，黑洞与喷流的关

系至今没有明确定论，观测工作也

使科学家们能够更全面地了解黑洞

周围的物理过程。

首张黑洞照片“冲洗”了快两

年。而新照片是在2018年4月14

日至15日拍摄的。换句话说，这张

照片的“冲洗”耗时更久。“在初步处

理数据后，我们就在数据中注意到

了前所未有的新特征，这给团队成

员很大激励。”路如森透露，“在将

‘生数据’处理成‘熟数据’过程中，

团队前后开展了四次VLBI分析中

的‘互相关处理’以及相应的‘相关

后处理’，大家反复验证和确认结

果，最终在五年后呈现出这张史无

前例的新图像。”

对M87的探索并没有结束，上

海天文台台长、研究员沈志强介绍，

未来科学家们将与EHT和空间

VLBI联动，给黑洞拍一张“彩色照

片”。相比于“单色黑洞”，“彩色黑

洞”将带给人们更多信息，帮助科学

家更好理解黑洞以及它和周围环境

的关系。

未来还要“拍电影”
更远的将来，科学家们还计划

着给黑洞“拍电影”。“黑洞并不是静

止的，它每时每刻都在和周围环境

相互作用。给黑洞‘拍电影’将在空

间维度上再解锁时间维度，让我们

能够全方位观测和理解黑洞。”沈志

强补充说。

当然，我国亚毫米波/毫米波望

远镜也有望加快建设，来自中国的

天文观测力量将发挥更积极、更重

要的作用。 本报记者 郜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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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87黑洞换了新头像，天文学家们还有更宏伟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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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上海4月27

日电（记者 严赋憬 杨

恺）北京时间4月27日16

时26分，23岁的旅美归国

大熊猫“丫丫”抵达上海浦

东国际机场，在中方兽医

和工作人员的陪护下，前

往封闭隔离检疫区。

2003年4月，大熊猫

“丫丫”“乐乐”旅居美国田

纳西州孟菲斯动物园。按

照合作协议，于今年到期

回国。今年2月，“乐乐”因

心脏病离世，终年25岁，遗

体同机返回国内。

记者27日从国家林

草局了解到，为保障“丫

丫”回国，3月16日，北京

动物园选派的饲养员和

兽医抵达美国参与饲养

护理，熟悉掌握“丫丫”的

生活习性和饲养情况。

为做好“丫丫”隔离检疫，

上海动物园设立了专门

的隔离检疫场所，含室内

兽舍、室外运动场、饲料

加工间等，室内兽舍加装

空调，同时准备了丰富足

量的竹子和辅食。在隔

离检疫期间，北京动物园

专家团队将驻场全天24

小时陪护，针对“丫丫”高

龄、生活环境变化等特殊情况，精心

做好饲养护理、健康监测和诊疗诊

治等，陪伴“丫丫”度过一个月的隔

离期，尽快适应回国生活。

据了解，中美开展大熊猫合作

研究二十年来，在饲养管理、疾病防

控、人员培训、公众教育、人文交流

等多方面取得良好成效，为促进濒

危物种保护研究和增进中美人民友

谊发挥了积极作用。

河南林州合涧镇的悬崖边曾

有一块巨石，薄薄一层石头，悬空

探出山顶一米之多。因其险峻奇

特，被游客们赋予“试胆石”之称，

成为当地的热门打卡点，吸引了

众多人前来攀爬挑战。然而，这

块石头近日出现了裂缝，当地再

三劝阻游客不得攀爬，但三令五

申之下，仍有不少胆大之人爬上

去“试胆”。无奈之下，为避免发

生安全事故，“试胆石”被砸掉了。

大自然几千年的鬼斧神工才

雕塑出美景奇观，最终却因为安

全的缘故不得不毁掉，确实让人

痛惜和感慨。“试胆石”试出了大

胆，但也试出了旅游中的不文明。

这几年，借助网络，一些未经

开发的“野景点”吸引了游人探险

打卡，仿佛越是小众、另类、危险，

就越被人追捧为“密境”，越是会

被趋之若鹜。许多网红和社交平

台为了吸引流量，也热衷于推荐

一些不为人知的小众景点，一些

被推荐晒出来的照片看似个性有

趣，实际背后暗藏安全隐患，甚至

事故频发。曾经的“试胆石”就不

是一个正规的售票景区景点，只

因其陡峭、高耸的特点，在社交媒

体上引起了广泛关注。而“试胆

石”并非个例。远的有湖北恩施

的躲避峡，突如其来的山洪曾冲

走了十多名游客的生命，但几年

过去，如今搜索“躲避峡”，仍有大

量网红推荐。近的有上海漕河泾

地铁站保安亭，为了拍出好看的

照片，不少年轻女子不惜爬上位

于十字路口的亭顶。

这些对安全的轻视背后，有

流量的推手，有网红的不负责任，

有平台的监管失责，也有观光者、

消费者安全意识的淡薄。马上就

要迎来五一假期了，出游大军必

然会有探寻小众景点的想法，此

时更要敲响旅游文明、旅游安全

的警钟。一方面，旅游部门要加

强对“野景点”的管理，也不妨顺

应“民心”对适合观光的“野景点”

做好安全措施的升级改造。另一

方面，自媒体平台也要担起社会

责任，做好安全提醒和审核的工

作，设立“野景点”危险提示名

单。除此之外，游客自身要提高

安全意识，树立起“全域”风险意

识，认识到风险时刻可能出现，在

游览前广泛获取风险信息、提升

旅游应急技能，合理选择游览线

路、遵守游览规范，尤其是，别被

刻意隐去安全风险的精美照片诱

惑，别让“无人仙境”最终变成“伤

人险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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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起，灵活就业人员在沪参保不限户籍
纳入公共就业服务和技能培训的范围
可按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参加社会保险

本报讯（实习生 陈佳华 记

者 鲁哲）今天上午，上海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杨佳瑛做客

“2023上海民生访谈”节目，解答

就业、求职、社保、人才等问题，介

绍了“全链条”就业服务、放宽灵

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一次

性吸纳就业补贴”免申即享等政

策。

杨佳瑛介绍，上海就业形势总

体平稳并呈现持续回暖的态势。

今年，全市确保新增就业岗位55万

个以上。截至目前，全市各级人社

部门累计为1100家重点企业解决

缺工需求，举办1100多场招聘会、

提供48万多个岗位。

上海已经出台政策，从5月1

日起，外省市户籍在上海市的灵

活就业人员可以和上海户籍灵

活就业人员一样，按照同样的规

则，参加职工养老和医疗保险。

此举是为了贯彻自3月1日起施

行的《上海市就业促进条例》（以

下简称《条例》）。这是上海时隔

17年再次修订促进就业的地方

性法规。

说到《条例》亮点，杨佳瑛介

绍，一是突出了促进就业是党和政

府的重要责任，必须汇集社会各界

的力量共同推进；二是在全国率先

设立了“灵活就业”专章。

近年来，随着上海的互联网

新业态蓬勃发展，灵活就业群

体加速壮大，规模将近 300万

人。《条例》进一步明确了将灵

活就业人员纳入公共就业服务

和技能培训的范围；明确了灵活

就业人员可以按照国家和本市

有关规定参加社会保险，同时放

宽了户籍限制，优化了网上参保

的便民化举措。

此外，针对出行、外卖、即时配

送、同城货运等新就业形态，专章

还规定了平台企业依法合规用工、

建立完善职业伤害保障等内容。

今年，上海高校应届毕业生人

数创新高，达到23.6万。为了促进

这一群体更好地就业创业，人社部

门推出一系列政策服务举措，还将

推出“马兰花”创业培训计划，针对

青年大学生创业的短板弱项精准

赋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