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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动态

费米望远镜巡天发表首个超新星遗迹源表引用国台20篇文章

发表日期：2016-05-25 【放大 缩小】

　　有140余位研究人员参加的费米望远镜超新星遗迹项目旨在探索超新星遗迹在高能波段的性质，这有助于科研人员理解超新星遗迹与周围物

质相互作用的过程及宇宙线的起源。该巡天项目组已于2016年5月24日在ApJS（Astrophysical Journal Supplement）发表了他们的首个超新星

遗迹源表文章（http://ads.bao.ac.cn/abs/2016ApJS..224....8A (http://ads.bao.ac.cn/abs/2016ApJS..224....8A)），此文章引用了国台

20篇文章。其中，天体物理综合研究团组的相关文章18篇，FAST和致密天体和弥漫介质研究团组的文章各一篇。国内单一研究团组被国际顶尖项

目引用文章如此之多并不多见。 　　超新星遗迹是超新星爆发后激波与周围星际介质相互作用的产物，其辐射主要在射电和X射线波段，部分也

有红外和光学辐射. 而近几年伽马射线观测的发展为我们打开了一个新的了解超新星遗迹的窗口。 如今被普遍接受的超新星遗迹伽马射线产生

机制主要有轫致辐射、同步辐射、逆康普顿散射及中性π介子衰变，前三者为轻子过程，而π介子衰变为强子过程。轫致辐射与当地粒子的温

度、密度有关，同步辐射与电子的能谱、当地的磁场强度有关，逆康普顿散射与电子的能谱及背景光子能量密度有关，π介子衰变与质子的能谱

有关。 

 

　　自1912年Hess博士发现宇宙线并因此发现获得NOBEL物理学奖以来，其起源一直是个谜。 早在1934年，Baade和Zwicky就提出银河系宇宙线

的起源地可能是超新星遗迹。对超新星遗迹高能伽马射线的观测，是判别其是否为宇宙线起源地的重要一环。 

　　费米望远镜在GeV波段的巡天，已成功找到30个超新星遗迹的可能GeV对应体，同时也给定了更多超新星遗迹的GeV辐射上限.更深入的研究成

果是可以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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