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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海鹏副教授和合作者提出了利用射电望远镜探测暗光子暗物质的新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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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宇宙中大概有1/4的能量密度是由一种看不见的物质组成的。这种物质被称为暗物质。人们猜测暗物质很

可能是某种未知的基本粒子。但是目前人们对暗物质的观测都来自于它的引力效应。近半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致力

于直接探测暗物质的粒子物理性质。

随着人们对暗物质研究的深入，以轴子和暗光子为代表的小质量暗物质逐渐被人们所重视。目前已知的大多数暗

光子的产生机制都预示着如果暗光子是暗物质的候选者，那么它的质量很可能在10  eV附近。质量在这个区域的暗

光子可以在等离子中转化为射电波。转化出来的射电波的频率正好等于暗光子的能量。这个转化的实现条件是等离子

体频率要等于暗光子的质量。清华大学物理系的安海鹏副教授和合作者通过研究发现可以利用太阳日冕层中的电子来

实现这个转化。日冕层中的等离子体频率正好是在10  eV附近的一个连续的分布。转化出来的信号是一个带宽很窄

的单频射电波，可以被射电望远镜观测到。安海鹏和合作者对这个潜在的信号进行了分析，发现低频阵列射电望远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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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FAR）和正在建设的平方千米射电望远镜（SKA）的灵敏度已经超越了宇宙微波背景辐射对这个模型的限制，有

在这个质量区域发现暗光子暗物质的潜力。我国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明安图射电频谱日像仪

（MUSER）和其他的射电波段太阳物理观测望远镜也可以用来做这方面的研究。

                                                                                   

这个工作提出了利用射电望远镜来寻找暗光子暗物质的新思路，文章以“Radio-frequency dark photon dark

matter across the sun”为题发表在最新一期的《物理评论快报》上(Phys. Rev. Lett. 126, 181102 (2021))。文章

的作者还包括中山大学的黄发朋副教授、北京大学的刘佳研究员和佛罗里达大学的薛巍助理教授。作者排序依照高能

物理方向的国际惯例，按照姓氏排列。所有作者贡献相同。这个工作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科技部重点

研发项目和清华大学自主研发项目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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