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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研究院參與的跨國研究團隊，最近透過天文望遠

鏡首度觀測到暗物質的形狀，證實國際天文學界對暗物質

的主流預測模型，有助於進一步解開宇宙形成的奧密。 

 

  暗物質 (dark matter)無法被可見光所探測，質量雖佔整

個宇宙的23%，卻因看不到而顯得神祕，因此暗物質的存

在，一直是宇宙中的一個謎。 

 

  近年來，中研院「天文及天文物理研究所」籌備處博

士後研究員岡部信広，參加由台灣、日本及英國天文學家

組成的跨國研究團隊，透過直徑8.2公尺的可見光天文望遠

鏡，觀察25個大質量星系團，發現介於星系團與地球之間

的暗物質，呈現出非常扁平、近乎橢圓的形狀，而非簡單

的球形輪廓。 

 

  中研院天文所籌備處研究助技師曾耀寰博士解釋，由於暗物質根本就看不到，因此只能觀測

更遠處、距離地球30億光年以外星系團所發出的光線，進而推測出暗物質的存在及其形狀。 

 

  曾耀寰說，這些星系團發出的光線，理應直線前進才對，但研究團隊卻觀測到彎曲的光線，

因而推測這些光線在前進過程中，可能受到暗物質的萬有引力影響，經重力效應而扭曲，於是再

從光線扭曲的程度，推算出暗物質的分布區域及形狀。這篇研究論文，4月23日已搶先刊登在國際

重量級的「皇家天文學會月報」網站上。 

 

中央研究院博士後研究人員岡部信広參與的國際研究團隊

首度發現宇宙暗物質分佈的形狀，研究並刊載於皇家天文

學會月報。（中研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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