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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上海天文台

【中国科学报】银河系结构及其形成与演化研究获进展

  文章来源：中国科学报 黄辛 发布时间：2014-07-02 【字号： 小  中  大 】 

  7月1日，记者从中科院上海天文台获悉，该台沈俊太团组利用银河系棒/核球的数值模型检验了APOGEE预观测的

结果，质疑APOGEE团队关于高视向速度恒星冷流起源的结论，并且作出了更为合理的新解释。相关研究成果以通讯

快报的形式发表于《天体物理杂志》。 

  最近，斯隆数字巡天三期项目的APOGEE预观测项目宣布在银河系核球区探测到了一个占相当比例的高速恒星冷

峰，认为该现象反映了银河系棒内部恒星的径向流。 研究人员通过分析多个银河系自洽动力学模型，详细研究了模

型中棒结构的动力学特征，并与观测进行了比较。与APOGEE的解释不同，该团队发现即便由于棒的存在，核球区恒

星的视向速度分布并不表现出一个单独的高速冷峰。然而，核球区视向速度分布确实存在一个延展的高速成分。棒

中恒星的运动能够清晰地在距离—速度图上呈现出来。通过对距离—速度图的分析，他们发现这些高速粒子的存在

可以简单地利用几何学来解释：运动轨道与视线方向相切的那些粒子更容易产生较高的视向速度，并因为在切点附

近粒子数密度最高而主导视向速度分布，而且切点的位置与距离—速度图中显示的结果一致。 

  （原载于《中国科学报》2014-07-02 第4版 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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