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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天文台利用双星模型解释球状星团中的恒星“代沟”

  文章来源：云南天文台 发布时间：2014-08-06 【字号： 小  中  大 】 

  近期，国际学术期刊The Astrophysical Journal（2014，ApJ，789，88）发表了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姜登

凯、韩占文等在球状星团研究领域取得的最新研究成果。   

  球状星团是由数十万颗到数百万颗被引力紧密束缚的恒星所组成的恒星集团，因其外形类似球形而得名。它们

是我们银河系中的活化石，能让我们了解银河系的遥远历史。球状星团中的恒星一直被认为是属于同一时代的，从

而用来检验恒星演化理论，然而哈勃空间望远镜给出的观测结果表明这些恒星之间存在“代沟”。不仅它们的化学

组成存在差异，而且它们在赫罗图中的分布也完全不像“同一代人”。   

  球状星团中的恒星“代沟”严重阻碍了人们对球状星团形成和演化的认识，因此，如何解释这一“代沟”已经

成为众多国际研究团队的重要研究课题。人们曾猜测这些恒星也许是属于不同时代的“两代人”，而这“两代人”

可能是诞生于同一星团的两次恒星形成过程，或诞生于不同的星团中，然后这两个星团再走到一起。但人们在非常

年轻的星团中没有观测到产生两代恒星的诞生过程，而理论计算给出两个星团走到一起并完全混合的可能性也非常

小。因此，如何解释球状星团中恒星之间的“代沟”就成为一直困扰着研究人员的一大难题。   

  云南天文台韩占文研究团组提出球状星团中恒星之间的“代沟”可能是因为双星相互作用造成的。恒星在诞生

的时候，有的是成双成对（即双星），而有的恒星则是单个的。虽然它们都是属于同一时代的恒星，但成双成对的

恒星会相互影响，经历并合或物质转移之类的物理过程，成为质量更大、旋转更快的恒星，从而表现出与单个的恒

星不同的“气质”，例如不同的亮度、温度和表面化学丰度，特别是球状星团中的恒星钠-氧（Na-O）丰度反相关。

这就造成了球状星团中同一代恒星之间存在“代沟”。该研究项目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大力支持。 

   

左图：双星相互作用示意图。右图：双星相互作用产生的钠-氧（Na-O）反相关与球状星团观测样本的对比图。  

 
打印本页 关闭本页

© 1996 - 中国科学院 版权所有 京ICP备05002857号  京公网安备110402500047号   联系我们 

地址：北京市三里河路52号 邮编：1008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