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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当前
宇宙学模型相悖

拉贝说，年轻的星系要在 7亿年内

“长”到银河系的规模，其成长速度必须是

银河系的20倍左右。在宇宙大爆炸后这

么快就存在如此大质量的星系，这与当前

宇宙学模型相悖，而这一模型代表了科学

界对宇宙运行方式的最佳理解。对于这

种矛盾，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星系的形成

还有人类目前未知的方式，“似乎有一个

通道是快车道，而快车道创造出了怪物”。

依据当前主流宇宙学理论，宇宙起源

于138亿年前的一次大爆炸，在大爆炸后

38万年到大约1.5亿年间，经历了没有任

何发光天体的“黑暗时代”。在“黑暗时

代”末期，宇宙大尺度结构在暗物质引力

作用下显现，诞生了第一代恒星和星系。

暗物质是理论上可能存在的一种不可

见物质。科学家在天文观测中发现很多疑

似违反牛顿万有引力定律的现象，但可以

在假设暗物质存在的前提下得到很好的解

释。根据科学家推算，在宇宙物质总质量

中，普通物质约占15%，其余85%是暗物质。

英国诺丁汉大学天体物理学家埃玛·
查普曼告诉英国《卫报》，如果大爆炸后不

久就能形成如此巨大的星系，表明“黑暗

时代可能没有那么黑，或许宇宙中大量恒

星形成的时间远比我们认为的早”。

据英国《科学通讯》季刊网站报道，英

国赫特福德郡大学天文学家埃玛·柯蒂

斯-莱克给出了另一种解释：部分新发现

星系的核心存在超大质量黑洞，看起来像

星光的东西可能是黑洞吞噬的气体和尘

埃发出的光。韦布望远镜先前拍到过一

个活跃的超大质量“候选”黑洞，经分析，

其形成时间比上述“候选”星系更早。不

过，科学家目前还难以解释为何宇宙大爆

炸后这么快就能形成超大质量黑洞。

柯蒂斯-莱克说，为确认新发现天体

的“身份”，天文学家需要进一步确认它们

的距离、质量、光谱信息等。

拉贝说，韦布望远镜已经拍摄了一些

星系的光谱，“幸运的话，一年后我们会知

道更多”。 文图均据新华社

一支国际研究团队在英国《自然·
医学》月刊2月20日刊载的论文中说，

一名获称“杜塞尔多夫病人”的艾滋病

患者约10年前接受干细胞移植，停止

抗艾药物4年后体内未再检测到活跃

的艾滋病病毒，从而成为继“柏林病人”

和“伦敦病人”后第三名被治愈的艾滋

病患者。

第三例治愈病例

研究人员主要来自德国。他们在

论文中没有公布这名男性患者真实姓

名，只说他现年53岁，2008年确诊患艾

滋病，3年后又确诊患上急性骨髓性白

血病，接受过化疗，但不久后白血病复

发。2013年，他在德国杜塞尔多夫大学

医院接受骨髓移植，使用的造血干细胞

来自一名女性捐赠者。

与“柏林病人”和“伦敦病人”接受

干细胞移植时的情况一样，那名捐赠者

的CCR5受体同样出现一种罕见变异，

可阻止艾滋病病毒进入宿主细胞。

“杜塞尔多夫病人”2018年11月停

止接受抗逆转录病毒药物治疗。德国

之声援引研究人员的话报道，这是判断

患者是否被治愈的唯一方法。患者停

用抗艾药物48个月后，研究人员没有

在他的血液中检测到具有感染能力的

艾滋病病毒，只是在部分血液和淋巴组

织样本中检测到艾滋病病毒残留的零

星遗传物质。实验证明这些残留物没

有复制病毒的能力。

用研究人员的话说，这是患者被治

愈的有力证据，而这一治愈病例提供了

“宝贵见解，希望它能指导今后”相关治

疗方案。

“杜塞尔多夫病人”在一份声明中

说，他为自己的“全球医生团队感到骄

傲，他们成功地治愈了我的艾滋病——

当然同时也治愈了白血病”。他上周

“隆重”庆祝自己接受干细胞移植10周

年，并邀请了干细胞捐赠者。

寄望基因编辑疗法

CCR5是艾滋病病毒攻击人体的一

个主要切入点。研究人员认为，通过干

细胞移植将免疫细胞置换为没有CCR5

受体的细胞，可能是停止药物治疗后患

者体内艾滋病病毒没有反弹的原因。、

不过，多名专家提醒，治愈病例接

受的干细胞移植疗法风险很高，且有诸

多制约因素，不便推广。

事实上，携带CCR5基因突变的人本

就极少，骨髓配型也是道难关，术后感染

风险、排异反应等亦不容忽视。这些年

来，世界范围内研究人员对其他多名患

者也开展过类似尝试，但都未获成功。

某种程度上说，新研究反而进一步

证明，针对CCR5受体的基因编辑疗法

可能成为治愈艾滋病的关键。据英国

《新科学家》周刊网站报道，目前已经有

研究人员在探索如何使用基因编辑技

术令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免疫系统中的

CCR5受体发生基因突变。

参与研究“伦敦病人”病例的英国

剑桥大学教授拉温德拉·库马尔·格普

塔说，干细胞移植疗法仅能作为最后的

手段来治疗那些同时患有血液系统疾

病的艾滋病患者，并不适用于所有艾滋

病患者。

美国人蒂莫西·布朗是全球首个艾

滋病治愈患者，因在德国柏林接受干细

胞移植获称“柏林病人”。他1995年被

诊断出艾滋病，2006年确诊患急性骨髓

性白血病，次年在柏林接受放射疗法和

干细胞移植，之后艾滋病和白血病均消

失了。 据新华社

又一位艾滋病患者
被治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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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现6个““候选候选””星系星系

就像一个
重70公斤的“婴儿”

观测数据来自韦布望远镜

发布的第一批数据集。由澳大

利亚、美国、丹麦和西班牙研究

人员组成的专门小组分析数据

时，在北斗七星附近一片不引人

注意的区域发现一些“模糊的

点”，亮度异常且红得不寻常。

在天文学中，红色代表“年

长”。随着宇宙持续膨胀，早期

发光天体发出的紫外线和可见

光朝光谱的红端移动，最终以红

外线的形式如今抵达近地空间，

这种现象称为“红移”。韦布望

远镜作为哈勃空间望远镜的“继

任者”，观测波长主要处于红外

波段，有助于科学家“以更近距

离看到万物起源”。相比之下，

哈勃望远镜主要在可见光和紫

外波段观测。

研究人员分析后认为，他们

发现的6个红点可能是星系，大

约形成于宇宙大爆炸后5亿至7

亿年，当时宇宙年龄相当于现在

的3%左右。据法新社报道，其中

两个星系在哈勃望远镜拍摄的

图像中出现过，但特别模糊，以

致当时没有被注意到。

研究人员依据数据推算，这

些“候选”星系内部的恒星总质

量相当于100亿至 1000亿个太

阳。其中一个星系的质量似乎

与银河系相当，但密度是银河系

的30倍，看上去与目前宇宙中的

星系有根本不同。

路透社援引论文第一作者、

澳大利亚斯威本科技大学天体

物理学家伊沃·拉贝的话报道：

“如果银河系是一个体型正常的

成年人，高1.75米，重70公斤，

那么这些星系就像是1岁的婴

儿，体重（与成年人）差不多，身

高不足7厘米。早期宇宙充满了

怪诞。”

依据研究人员说法，这些天

体形成于宇宙早期，依据现有天

文学理论推测，当时“只能存在

一些微小的、年轻的‘婴儿’星

系”，没想到那么早就存在与银

河系一样成熟的星系。要知道，

银河系达到如今的规模用了超

过130亿年。

另外，这些“候选”星系的质

量比宇宙学标准模型推测的大得

多，最多相差100倍。如果把它

们内部的恒星加起来，“将超过当

时宇宙中存在物质的总质量”。

英国知名学术期刊《自然》
2月22日刊载的论文说，
詹姆斯·韦布空间望远镜

发现6个“候选”星系。它们在宇宙
大爆炸后不久出现，形成速度之快难
以用现有天文学理论解释。

研究人员眼下等待进一步确认这
些天体的“身份”，认为其中一些很可
能是大质量星系。一旦确认，它们的
存在将颠覆科学界对早期宇宙的认
识，宇宙学一些基本规则或需修改。

韦布空间望远镜拍摄的全彩宇
宙深空图像。

韦布空间望远镜拍摄的宇宙图像。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2022年
7月12日公布的韦布空间望远镜
拍摄的宇宙图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