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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研究人员日前报告，发现目前已
知距离地球最近的黑洞，位于地球以外
1600光年。

据美联社 5 日报道，美国哈佛-史密
森天体物理学中心研究人员4日报告上述
发现。研究人员说，这个黑洞被命名为
Gaia BH1，位于蛇夫座星系，是太阳质量
的大约10倍，与其伴星的距离相当于地球
和太阳的距离。先前已知的距离地球最
近的黑洞位于地球以外3000光年。

研究人员分析欧洲航天局空间探测
器“盖亚”收集的数据时发现这个黑洞，然
后用位于美国夏威夷冒纳凯阿山上的“北
双子座”天文望远镜观测证实这个黑洞的
存在。除距离地球最近，Gaia BH1 还是
一个休眠黑洞，不同于目前银河系已知的
其他20多个黑洞。

大质量恒星走到生命尽头时，在自身
引力作用下会坍缩形成恒星级黑洞。在
两颗恒星围绕共同中心运转的双星系统

中，如果其中一颗恒星死亡，会形成一个
黑洞及一颗发光的伴星。科学家主要通
过黑洞从伴星吸积物质时发射的X射线
探测这类黑洞。而休眠黑洞是指不发射
高强度X射线的黑洞，它很少与周围环境
相互作用，特别难以发现。

相关研究报告刊载于最新一期英国
杂志《皇家天文学会月刊》。

据新华社 袁原

已知最近黑洞距地球1600光年

肯尼亚遭遇40年一遇的旱情，导
致包括205头大象在内的上千只野生
动物死亡。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5日援引肯
尼亚旅游部门消息报道，肯尼亚野生
动物保护人员和研究人员过去9个月
统计到1000多只野生动物死亡，其中
包括205头大象、512头角马、381头普
通斑马、49头细纹斑马和12头长颈鹿。

持续干旱导致动物保护区内河流
干涸、草地减少。肯尼亚旅游、野生动
物和遗产部说，受旱情影响的地区包
括一些知名国家公园和野生动物保护
区。

肯尼亚旅游、野生动物和遗产部
长佩尼娜·马隆扎说，因干旱死亡的野
生动物大部分是食草动物，政府已采
取在干旱地区挖井或把水运到动物出
没的地方等措施帮助野生动物抵御旱
灾。 据新华社 欧飒

肯尼亚持续干旱
200多头大象死亡

新华社天津11月6日电（记者 周
润健）月食是最受人们关注的天象之
一。天文科普专家介绍，11月8日天宇
将上演一次精彩的月全食。这次月全食
有两大特点：我国绝大部分地区都可以
看到全食的“红月亮”阶段；全食阶段月
球会遮掩太阳系八大行星之一的天王
星。

月食是太阳、地球、月球恰好或几乎
处于同一条直线上时，月球被地球阴影
遮蔽的一种现象。月食分为半影月食、
月偏食和月全食，其中，月全食最为好
看。从地球上看去，整个月亮都呈现出
古铜色，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红月亮”。

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津市天文学

会理事修立鹏介绍，每年可能发生的月
全食最多只会有3次，最少则连1次都没
有。2022年全球共发生两次月食，都是
月全食。第一次发生在5月16日，我国
正值白天遗憾错过，而这一次我国的观
测条件绝佳。

天文预报显示，这次月全食始于北
京时间 11 月 8 日 16 时 00 分，此时月球
开始稍微阴暗（半影食始）；17时09分，
月面开始有缺（初亏）；18时16分，月球
完全进入地球本影（食既）；18时59分，
月球的中心与地球本影的中心最近（食
甚）；19时42分，月球开始重现光芒（生
光）；20时49分，月球走出地球本影（复
圆）；21时57分，月食现象结束（半影食

终）。全部过程历时 5 小时 57 分，其中
本影食（月球进入地球本影，被全部或
部分遮掩的现象）历时3小时40分。

“就我国而言，东北地区可见月食全
过程，其他地区则可见‘带食而出’。华
北、华东、华中、华南、西北大部分地区看
不到初亏，但可见初亏之后的月食过程；
而新疆极西部、西藏极西部看不到全食
阶段（即生光前的过程），只能见偏食和
最后的半影月食。”修立鹏说。

记者了解到，上一次我国可见全过
程的月全食是在2018年7月28日，而下
一次可见全过程的月全食则要等到2025
年9月8日。

这次月全食还“附赠”一个趣味天

象——月掩天王星，通俗一点讲就是月
球会“吞掉”天王星，过一段时间后再“吐
出”。

“平时虽然月球也偶尔会遮掩天
王星，但天王星亮度太低，最亮时也才
只有 5.6 等，会湮没在月球的光辉中不
容易分辨出来。但这次不一样，刚好
赶上全食阶段，月球完全进入地球本
影，亮度大幅减弱，天王星会更加明
显，这样的景象恐怕很少有人见过。
我国大部分地区都能看到这次月掩
星，越往东、北条件越好。需要注意的
是，想要看到天王星的话，观测时一定
要使用小型天文望远镜，仅凭肉眼是
几乎无法看到的。”修立鹏说。

今日天宇“上线”月全食
我国公众可赏“红月亮”

11月6日，志愿者在公益市集上展示和推广公益项目。
当日，不少市民来到北京市海淀区圣熙8号广场参加公益市集。本次公益市集以售卖公益商品及爱心捐赠为主题，所得款

项将用来助力乡村儿童教育、听障人群就业培训、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公益项目。
新华社记者 李欣 摄

周末的“爱心市集”

墨西哥迎来
今年首批越冬帝王蝶

墨西哥环境部11月5日说，来自
加拿大和美国的首批迁徙帝王蝶已在
墨西哥的森林现身，预计“大部队”将
在数周内抵达，上演一年一度的帝王
蝶冬季“派对”。

美联社援引墨西哥环境部声明
说，米却肯州三大“传统”帝王蝶过冬
地近日都出现了这种蝴蝶。

今年前来过冬的帝王蝶规模尚难
预测。墨西哥通常会在每年1月报告
前来越冬的帝王蝶规模。

每年到墨西哥越冬的是帝王蝶的
一个亚种——迁徙帝王蝶。据美国

《国家地理》杂志网站介绍，迁徙帝王
蝶原产自北美洲和南美洲，如今已在
南美洲绝迹。每年天气转冷时，栖息
在加拿大和美国北部的帝王蝶会向南
迁徙至气候较温暖的墨西哥，在那里
度过冬天后重新北上。在一个迁徙周
期中，帝王蝶会繁衍四五代，迁徙里程
可达4000公里。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今年7月把迁
徙帝王蝶列入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并
定级为“濒危”。 据新华社 欧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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