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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发表空间天气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最新研究成果 

空间科学与应用研究中心      

    7月3日出版的《自然》(Nature，2008，Vol. 454，Number 7200)发表了

空间天气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客座研究员、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旅行者二号”飞

船等离子体探测器首席科学家John Richardson，哈佛大学天体物理中心

Justin Kasper和空间天气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王赤研究员等利用“旅行者二号”

探测数据和数值模型研究太阳风边缘的终止激波特性的最新成果。 

    在太阳日冕层高温的作用下，太阳大气的带电粒子将挣脱太阳引力的束

缚，形成向行星际空间流动的等离子体流，称之为太阳风。 太阳风与星际介质

之间将形成压力平衡的日球层顶，构成太阳风和恒星际等离子体的交界面。超

声速的太阳风在日球层顶内侧形成一个的终止激波。 2007年8月30日，经过30

年的长途跋涉，“旅行者二号”飞船在离地球85个天文单位(1个天文单位是地

球与太阳之间的平均距离即1.5亿公里)处对终止激波进行了就地直接观测，这

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传回太阳系边缘的信息。 

    由于太阳风动压的变化和波动的影响，终止激波并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

沿径向来回运动，造成多次跨越“旅行者二号”飞船。通过对探测数据的详细

分析，得到了新的重要发现：(1)一般而言，激波会将超声速(马赫数大于1)的

流体变为亚声速(马赫数小于1)，而终止激波的下游仍然是超声速流动；(2)下

游等离子体的温度比理论预期值低10倍以上。之所以产生与我们熟悉的激波特

性的不一致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星际介质中存在着大量的中性成分。 这些中性成

分(主要是中性氢原子)与电离的太阳风质子通过电荷交换产生新生离子(Pickup 

Ions)。太阳风动能减少产生的能量大部分供给了新生粒子，只有少部分能量用

    



来加热太阳风等离子体，从而造成终止激波下游太阳风等离子体的温度比预期

值偏低，从而声速变小，导致终止激波的下游马赫数仍然大于1。随着“旅行者

二号”飞船继续在日球鞘区内探索，越来越多的太阳系边缘的自然奥秘将被人

类所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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