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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报道今年“肉眼”伽玛射线暴理论研究成果 

紫金山天文台      

    2008年3月19日，美国宇航局“雨燕”(Swift)卫星探测到一个极强的伽玛

暴，其光学波段的辐射最亮时达5.3星等，在爆发的短短几十秒之内肉眼都能看

到。这个暴在天文界和公众都引起了广泛的兴趣和注意。正在宾夕法尼亚州立

大学进行学术交流与合作的紫金山天文台吴雪峰博士作为理论组成员参与到这

个伽玛射线暴的研究之中。相关研究成果已被《自然》在9月11日以article形

式发表。 在这个总共有90多位合作者的研究中，第一作者是Swift卫星科学中

心的一位轮值人员朱迪•拉库辛(Judith Racusin，观测)，第二、三作者是俄

罗斯和波兰的观测家，他们提供最重要的光学观测数据。吴雪峰博士作为理论

组成员，并且是这个暴的“双成分喷流”模型的主要提出者，是第5作者，紫金

山天文台是第5合作单位。 

    伽玛暴是宇宙中最剧烈的爆发事件。大部分伽玛暴发生在大质量恒星的死

亡片刻。当大质量恒星消耗完内部的核子能源后塌缩成黑洞或中子星，后者通

过一些至今未完全了解的过程，驱动能量巨大的气体喷流往恒星外部喷出。这

些喷流刺穿正在塌缩的恒星外部包层，射向星际空间。当它们扫过恒星外部气

体时，这些气体被加热并产生余辉辐射。 

    2008年 3月19日凌晨2：13分(美国东部夏令时间)，美国宇航局“雨燕”

(Swift)卫星和“风”(Wind)卫星探测到了这次爆发 – 正式命名为GRB 

080319B – 并确定它的方位在牧夫座。在智利一架名叫“天空之π”的宽视场自

动光学照相机捕捉到了来自该暴的第一缕可见光。在接下来的15秒钟之内，处

于地球黑夜一面的人们可以直接用肉眼看得到这个暴的光学对应体。这个暴光

学最亮时达到光学5.3星等(视力佳的肉眼可看到的最暗星等为6.0星等)!更不可

思议的是，这些光从产生到达到地球已经经历了75亿年，离我们是如此之遥远!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朱迪•拉库辛和她的小组共92位合作者在9月11日出

版的《自然》杂志上详细报导了从该暴爆发前30分钟一直到爆后一个多月的多

波段观测数据。该小组认为此暴极不寻常的高亮度是由以99.99995%光速对着地

球作极端相对论运动的喷流所产生的。GRB 080319B的喷流包含一个张角为

0.4º的超快窄成分，外面还存在一个张角约20倍于窄成分、能量相对较小的宽

成分。宽成分与“雨燕”卫星以往探测到的伽玛暴喷流别无二致。也许每一个

伽玛暴都有一个窄成分，但对于绝大部分的伽玛暴，天文学家们都无法探测



到。窄成分必须严格对准地球才能被探测到，这样的概率几乎每10年才有一

次。 

    图1. 对BDOYM薄膜施加电压时的导电性变化曲线

    图2. (a) 通过STM针尖在BDYOM薄膜表面施加电压脉
冲形成信息点图案；(b),(c) 施加反向脉冲电压依次擦除
两个信息点图案；(d) 重新写入一个信息点图案；(e) 
BDYOM薄膜信息存储前(I)后(II)的局域I-V特性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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