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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洞與黑洞陰影

沒有任何的電磁波可以逃脫黑洞的重力場，因此我們無法直接觀測黑洞。

為了突破這個限制，我們試著去觀測黑洞附近的物質在高速繞著黑洞運動下
發出的電磁波，讓黑洞本身像是陰影一樣呈現出來。

卜弘毅博士提供
(

)

黑洞 x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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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家推論在M87的中心有一個超大質量的黑洞

質量大約是在 62 億到 35億個太陽質量之間

這個黑洞的大小大約就像在月球上的一個棒球一樣大

M 87

距離我們最近的活躍星系之一

距離地球五千五百萬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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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視界望遠鏡在2017年進行觀測

觀測時間

2017 年四月 5, 6, 10, 11 日

在 JCMT 的觀測團隊

松下聰樹博士 (中研院)

郭駿毅博士 (中研院)

我們動用了中研院天文所的
ALMA/JCMT/SMA 三座望遠鏡

利用在全球不同地方的電波望遠鏡，我們才可以看到M87的黑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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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4 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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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測到的黑洞陰影

1. 宛如新月的結構

2. 中央部分是黑暗的

2017 年 4 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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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天觀測期間皆得到一致的影像

42μas

人類歷史上首次得到的黑洞成像

觀測到的黑洞陰影

1. 宛如新月的結構

2. 中央部分是黑暗的

2017 年 4 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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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ril 11th 2017

小山博士領導的影
像處理團隊

小山翔子 (中研院)

羅文斌 (中研院，台大)

郭駿毅(中研院)

淺田圭一 (中研院)

觀測到的黑洞陰影

1. 宛如新月的結構

2. 中央部分是黑暗的

七天觀測期間皆得到一致的影像

42μ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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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上的重要性

1.揭開活躍星系中心的超大質量黑洞的神祕面紗

2. 探索極限條件下重力理論的新工具

3. 研究黑洞相關天文物理的先鋒

觀測到的黑洞陰影

1. 宛如新月的結構

2. 中央部分是黑暗的

2017 年 4 月 11日

七天觀測期間皆得到一致的影像



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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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 ~ 2.5 s (Hilbert 1917) ~ 300 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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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像提供: 卜宏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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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t

Jet

順時針吸積
Prograde accretion

逆時針吸積
Retrograde accre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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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的展望:格陵蘭望遠鏡

淺田圭一副研究員
Dr. Keiichi Asada

(中央研究院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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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需要更高解析度的影像

觀測的影像 理論預測的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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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2017 年的觀測我們學到了

# 我們確認可以得到M87的黑洞影像

-> 開啟研究黑洞物理的新方向

# 長基線觀測沒有看到影像隨時間的變化

-> 長基線觀測對相對論的特徵較有利

# 南北向的結構不對稱

-> 與黑洞自轉的方向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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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HT2018

2017 十一月完成硬體設備

2018 一月 VLBI測試觀測

2018 四月 參與EHT的觀測

Picture: Nimesh A. Patel

格陵蘭望遠鏡

2017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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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HT2020

2017 十一月完成硬體設備

2018 一月 VLBI測試觀測

2018 四月 參與EHT的觀測

2020 春天 EHT 2020觀測

Picture: Nimesh A. Patel

格陵蘭望遠鏡

2017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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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HT2020之後:格陵蘭望遠鏡第二期

為了得到更高的影像解析度，我們必須在
較短波長的波段進行觀測。

觀測波長從 1.3 mm 縮短至 0.8, 0.4 mm 
(十倍的解析度)

望遠鏡的位置對短波長的觀測很重要

格陵蘭頂峰: 
海拔 3280 m
均溫 -50 ℃

圖勒: 
海拔: 70 公尺
均溫 ~ - 30℃

乾冷，高海拔環境
High altitude (> 3,000m)

2011-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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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llow updates online:

https://eventhorizontelescope.org  

https://twitter.com/ehtelescope

https://www.facebook.com/ehtelesc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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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HT董事會成員單位



EHT 記者會, 2019/04/10, 中央研究院

經費補助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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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的研究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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