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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台科研人员领导完成国际上最大样本的高分辨率原
恒星巡天

近期，《天体物理杂志》（The Astrophysical Journal）即将发表紫金山天文台与国外合作的
最新研究成果：利用位于美国夏威夷的亚毫米波干涉阵（Submillimeter Array）2005－2009
年之间的长期观测，累积获得了33个Class 0原恒星（最年轻的恒星）的高空间分辨率的毫米
波连续谱数据。通过统计发现：约有三分之二的原恒星是双星或多星系统。该结果表明，双星
形成模式是小质量恒星形成的主要模式。
双星系统在恒星观测中频繁可见。但目前，天文学者对双星的形成——恒星形成中的一个关键
性问题——所知甚少。
为了更好地理解双星的形成，紫台研究员陈学鹏领导的国际合作团队（以下简称该团队）利用
位于美国夏威夷的亚毫米波干涉阵2005－2009年之间的长期观测，累积获得了33个Class 0原
恒星（最年轻的恒星）的高空间分辨率的毫米波连续谱数据。这是迄今为止国际上最大样本的
高分辨率原恒星巡天工作。通过观测统计，该团队发现约有三分之二的原恒星是双星或多星系
统。
这个结果首次在国际上明确地表明，双星形成模式是小质量恒星形成的主要模式。通过与国际
上Class I年轻星和主序前年轻星巡天工作的比较，该团队发现双星系统在恒星样本中的比例，
以及恒星样本中多星系统与双星系统之间的比例，均随着恒星演化而逐渐变小。这些对比研究
结果预示着多星和双星系统会经历动力学演化过程，而这演化过程主要集中在恒星形成早期
（主要为Class 0阶段）。
该项大样本高分辨率巡天工作将对双星研究以及恒星形成其它领域的研究产生重要的影响。
该项研究工作将近期发表于国际核心天文刊物《天体物理杂志》（The Astrophysical
Jou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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