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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类日恒星运转的系外行星的首张照片  

北京时间7月2日消息，据美国太空网报道，加拿大天文学家表示，在太阳系外发现的一颗行星已被

正式确认为绕类日恒星运转的系外行星，同时，它也是迄今由地面望远镜直接拍到的第一颗系外行星。 

 

为日地距离300倍 

 

这颗系外行星的质量是木星的8倍，以异乎寻常的距离(是日地距离的300倍)绕主恒星运转。2008

年，天文学家利用地面望远镜的可见光观测仪器最早发现了它，这也是地面望远镜首次直接拍到系外行

星的照片。不过，当时还存在一种可能性，即由于物体、恒星和观测者的幸运排列，从地面的视角观

测，它正在绕其恒星运转。 

 

天文学家戴维·拉弗伦尼尔(David Lafreniere)说：“我们的最新观测结果排除了这种排列的可能

性，由此证实这颗行星和恒星之间存在关联。”拉弗伦尼尔领导的研究小组发现了这颗系外行星。天文

学家利用双子星天文台的高清晰适应性光学技术，进行了新一轮观测，最终证实该行星绕其主恒星旋

转。双子星天文台是一个多国合作项目，由架设在夏威夷莫纳克亚和智利塞罗帕琼山山顶的8米双筒天

文望远镜构成。 

 

主恒星的质量估计相当于太阳质量的85%，位于距离地球500光年远的一个区域内，该区域存在大量

名为天蝎座上部组(Upper Scorpius Association)的年轻恒星，它们大概形成于500万年前。那颗系外

地面望远镜首次拍到系外行星 质量为木星8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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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星的表面温度估计在2700华氏度(约合1500摄氏度)以上，远比木星的表面温度高。木星大气云顶温度

约为华氏零下166度(约合摄氏零下110度)。 

 

据研究人员介绍，这个恒星系(太阳系的历史约为46亿年)相对年轻，解释了该系外行星温度奇高的

原因。形成期间，在自身引力的作用下，该系外行星的收缩迅速令其温度升高至数千度。一旦这个收缩

期结束，它通过向四周释放红外光令温度缓慢下降。数十亿年以后，这颗行星的表面温度将最终达到与

木星一样的水平。 

 

对传统理论提出挑战 

 

拉弗伦尼尔及其研究小组最早于2008年9月宣布了他们的研究发现。当时，他供职于加拿大多伦多

大学，如今则在蒙特利尔大学和魁北克天体物理学研究中心任职。2008年，研究人员宣称，这是围绕类

日恒星轨道运转的系外行星的首张照片。其他天文学家也曾表示有过类似的发现，包括2004年发现的像

是行星的天体或名为棕矮星的类恒星天体。 

 

拉弗伦尼尔说：“2008年的时候，我们确切了解到，有一个质量如年轻行星的天体在天空中紧挨着

一颗年轻的类日恒星。”两个天体距离如此之近似乎表明，它们彼此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但是，还有

一种可能性，即它们之间没有任何关联，只是偶然在天空呈现如此近的排列。其中一个天体可能距离另

一个天体非常远或非常近。 

 

所以，要证实天文学家的结论，还需要进一步观测。研究结果将刊登在最新一期的《天体物理学杂

志》上。这个名为1RXS J160929.1—210524(简称1RXS 1609)的恒星系让科学家有了从事研究的独特例

证，因为其与恒星的极端距离似乎对传统行星形成理论提出挑战。 

 

参与最新研究的多伦多大学天文学家雷·贾亚瓦哈纳(Ray Jayawardhana)说：“这个外星世界不可

能的位置或许告诉我们，行星形成方式并非只有一种。或者，它预示着新生行星的狂暴幼年时期，那个

时候，它们之间的亲密接触会将周围新生行星拖拽到腹地。” 

 

采用最新光学观测手段 

 

拉弗伦尼尔的研究小组最初在2008年4月利用双子星天文台发现了这颗系外行星，令其成为第一颗

通过直接观测发现的已知绕类日恒星旋转的潜在行星。当时，研究人员捕捉了这颗行星的光谱，由此可

以确定它的许多特性，这些特性在最新研究得到证实。拉弗伦尼尔说：“回首过去，这项发现使得我们

的初始数据成为迄今得到证实的系外行星的第一个光谱。”光谱说明了这颗系外行星因大气中水蒸汽、

一氧化碳、氢分子含量而形成的吸收特性。 

 

这不是利用直接成像手段发现的唯一一颗系外行星。自最初发现1RXS 1609以来，天文学家还发现

了其他几个系外行星，其中包括围绕HR 8799恒星轨道运转的一个三行星系统。这项发现也是利用双子

星天文台获得的。最新得到证实的系外行星十分独特，因为围绕HR 8799恒星轨道运转的系外行星距离

其主恒星更近。 

 

对1RXS 1609恒星系的研究还证实，这个系统中没有更靠近主恒星的超大行星(质量是木星的1倍至8

倍)了。进一步观测可能还会发现这些奇特、遥远行星的来历的证据。实际上，在未来几年内，由于它

们之间的轨道变化，应该有可能发现这颗行星及其恒星运动的微小差异。但是，参与这项研究的多伦多

大学天文学家马滕·范· 柯克维吉克(Marten van Kerkwijk)说，这种差异会“非常小”，因为最快的

轨道周期可能也超过一千年。 

 

通过双子星天文台，天文学家或许还能精确测量这颗系外行星相对于其主恒星的速度。这可以帮助

天文学家确定该行星是正依照接近于圆形的轨道运行，还是正处于非圆形轨道或不受束缚的轨道运行。

如果确实形成于距离主恒星很远的地方，那么就符合第一种情况，如果形成于距离主恒星更近的地方，

只是由于与另一颗系外行星邂逅而被“踢走”，则符合第二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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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评论只代表网友个人观点，不代表科学网观点。  

双子星天文台的适应性光学系统对1RXS 1609恒星系的观测至关重要。拉弗伦尼尔说：“没有适应

性光学系统，我们或许不能看到这颗行星。大气阻滞了观测恒星的视线，令其不断延续，看上去比周围

的暗淡行星更明亮一些，使得我们难以观测到这颗行星。适应性光学技术消除了这种模糊景象，让我们

可以更清楚地观测到距离恒星非常近的昏暗行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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