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藏本站 设为首页 English 联系我们 网站地图 邮箱 旧版回顾 

 

首页 > 传媒扫描 

【中国科学报】中科院云南天文台发现首例稳定红矮星相接双星 

  宇宙中80%以上的恒星是红矮星,然而这种数量最多的恒星能否像其他类型的恒星一样相接在一起并拥有一

个公共包层而形成相接双星，是未解决难题。日前，中科院云南天文台研究员钱声帮等人发现首例稳定的红矮

星相接双星，并发现该双星存在近距离的红矮星第三天体，是一个由三颗红矮星组成的三星系统。相关成果发

布在《天体物理学杂志》上。  

  SDSS J001641-000925是2011年被发现的短周期食双星系统，两颗红矮星每4小时46分钟相互绕转一周。国

外学者后续的测光和光谱观测与研究发现它是首例红矮星相接双星。但这些学者指出这颗双星的轨道在快速收

缩，是一颗动力学不稳定的双星系统。 

  为了研究这颗双星的轨道性质，从2011年9月起，钱声帮等人利用丽江2.4米望远镜、阿根廷2.15米望远

镜、泰国2.4米望远镜和兴隆2.16米望远镜等设备对它进行了3年多的监测，发现其轨道不存在快速收缩，揭示

了它是首例稳定的红矮星相接双星系统，两子星拥有一个对流的公共包层。 

  研究人员还发现，这颗双星掩食信号到达地球的时间呈现出周期为5.7年、变幅为3.7分钟的周期性变化，

表明系统中存在质量约为太阳质量的14%的红矮星第三天体，是一个由三颗红矮星组成的特殊三星系统。这些发

现表明，红矮星第三天体通过角动量转移驱使红矮星相接双星的形成，对研究恒星早期的形成和恒星间的相互

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原载于《中国科学报》 2015-01-29 第4版 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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