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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科學探究競賽-這樣教我就懂】 

大專/社會組  科學文章表單 

文章題目：神奇的黑洞 

文章內容：（限 500 字~1,500 字） 

     黑洞一直以來都是許多太空迷熱衷的對象之一，同時也因為它代表著未知與挑戰，故

而深受追求真理的科學家們喜愛，普通人對它的印象；有的人認為它是最名副其實的「吞

噬者」；有的人則認為它是傳送門，門的彼端是另一個神祕的世界。本篇文章就是要來帶

驗證這兩個在遊戲和電影中最常出現的假設。 

黑洞如何形成的？ 

    黑洞是由具有巨大質量的星球在塌陷時所造成的，恆星的核心在本身重量的影響下非

常快速的收縮，並釋放出強勁的暴發能量，如果核心物質大的使塌陷無限地繼續下去，便

產生了黑洞，在重力的擠壓下，留下難以想像的高密度物質。更詳細一點的說：黑洞是否

能形成要取決於「恆星質量與其重力的抗衡程度」，一顆恆星有可能塌陷成白矮星，中子

星或黑洞。質量與太陽相近的黑洞，「平均密度」非常高，每一立方公分有 200 億噸重。

黑洞是星球演化到最後階段時，在宇宙中自然產生的結果。 

黑洞有哪些構造？ 

    黑洞主要可以大致分為六個部分。其中最靠近黑洞的地方有一圈被稱為「事件視界」

的邊界，這個邊界是一個絕對的單向道，任何事物只要進入事件視界，便會被龐大的重力

吸入黑洞中心，即使連光也無法逃離。因此，有時候事件視界也會被稱作是黑洞的表面。 

 

 

 

 

 

 

 

 

 

 

 

 

 

 

黑洞附近的結構示意圖。來源：筆者修改自 ESO 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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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黑洞可以「吞噬」周圍？吞噬後的東西去哪了？ 

    其實嚴格來說黑洞並不是「吞噬」，黑洞是空間中的一個區域，體積非常之小，質量非

常之大，以至於存在一個事件視界：在這個區域內，任何東西都無法逃脫。然而，這並不一

定意味著黑洞吸收物質，它們只是吸引了這些物質。由於大量物質集中在極小的體積中，

它們不可避免地塌陷成奇異點，周圍環繞著任何東西都無法逃脫的事件視界。這些是整個

宇宙中密度最大的物體。當任何東西離一個太近時，來自黑洞的力就會將它撕裂，當任何

物質、反物質或輻射穿過事件視界時，它就會下降到中心奇異點，就像人類進食，變成黑

洞的養分，使黑洞生長並增加其質量。 

黑洞裡真的有其他世界嗎？ 

    如果黑洞真的是通往其它宇宙的門戶的話，我們應當能觀察到從黑洞中憑空出現的物

體，但目前還沒有人觀察到過這一現象。畢竟，就算只是意外事件，也總會有東西從其它

宇宙中穿過來的。有一些理論甚至提出，黑洞會在其它宇宙中引發「宇宙大爆炸」，但這一

觀點目前還備受爭議。要知道黑洞裡究竟是什麼，我們需要有什麼東西從視界裡出來，並

讓我們用望遠鏡看到。對天文學家來說，要找到這樣一個東西，最簡單的就是光。不過黑

洞質量太大了，連光都逃不了，因而我們無法獲得任何信息。綜上所述，黑洞可能會引領

我們前往另一個世界，但它們也很有可能做不到這一點。若是真的好奇也可以去黑洞看看，

不過一旦進去就再也回不來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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