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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科学家17日宣
布，他们发现了原初引力
波穿越婴儿宇宙留下的
印记，这是宇宙刚刚诞生
时急剧膨胀的首个直接
证据。引力波是在100年
前由爱因斯坦的广义相
对论所预言的一种现象，
这一发现将最终补上宇
宙诞生图景中最后一片
缺失的拼图，帮助解答宇
宙诞生之谜，被认为是诺
贝尔奖级别的重大成果。

宇宇宙宙爆爆炸炸留留““余余响响””
美国科学家发现宇宙大爆炸决定性证据

来自140亿年前
原初引力波是爱因斯坦于1916年发表的

广义相对论中提出的，它是宇宙诞生之初产生
的一种时空波动，随着宇宙的演化而被削弱。
科学家说，原初引力波如同创世纪大爆炸的

“余响”，将可以帮助人们追溯到宇宙创生之初
的“暴涨”——— 科学界目前普遍认为，宇宙诞生
于距今约140亿年前的一次“大爆炸”。在大爆
炸后不到1秒钟的原初时刻，宇宙曾在极短时
间内经历了速度快到无法想象的急剧膨胀，这
一过程称为“暴涨”。

然而，广义相对论提出近百年来，源于它

的其他重要预言如光线的弯曲、水星的近日点
进动等都被一一证实，而引力波却始终未被直
接探测到，问题就在于其信号极其微弱，技术
上很难测量，因此也有人将之戏称为“世纪悬
案”、“宇宙中最大的徒劳无益之事”。

寻针找到铁棍
美国哈佛-史密森天体物理学中心等机构

物理学家利用架设在南极的BICEP2望远镜，
观测宇宙大爆炸的“余烬”——— 微波背景辐射。
微波背景辐射是由弥漫在宇宙空间中的微波
背景光子形成的，计算表明，原初引力波作用
到微波背景光子，会产生一种叫做B模式的特

殊偏振模式，其他形式的扰动，都产生不
了这种B模式偏振，因此B模式偏振成为
原初引力波的“独特印记”。观测到B模
式偏振即意味着引力波的存在。

南极是地球上观测微波背景辐射的
最佳地点之一。研究人员在这里发现了比

“预想中强烈得多”的B模式偏振信号，随
后经过3年多分析，确认它就是原初引力
波导致的。研究共同作者、明尼苏达大学
的普赖克说：“这就好像要在草堆里找一
根针，结果我们找到了一根铁撬棍。”

对这项发现的意义，哈佛-史密森天
体物理学中心的理论物理学家阿维·洛布
说：“这项工作为一些最基本的问题提供
了新见解：我们为什么会存在？宇宙是怎
么诞生的？这些结果不仅是宇宙暴涨的确
凿证据，它们也告诉我们暴涨是什么时候
发生的，暴涨的威力又有多大。”

有望问鼎诺奖
过去十多年中，有多个研究项目在

探测原初引力波，包括普朗克卫星、
POLARBEAR地面实验，及位于南极的
另一个“南极望远镜”实验等，其中普朗
克卫星是欧洲航天局于2009年5月发射、
造价约7亿欧元的全天域微波背景辐射
观测望远镜。新发现不仅填补了广义相
对论实验验证中最后一块缺失的拼图，
让现代物理学的根基更加坚实。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理论物理学
家劳伦斯·克劳斯说，虽然这项成果还需
要得到进一步验证，但“无论怎样，都令
人激动”。如被证实，将“可以跻身过去25
年最重要的宇宙学发现之列”，有望获得
诺贝尔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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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7日，美国科学家首次证实他们
发现了原始引力波。 东方IC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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