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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天文台发现新型恒星爆发

　　近日，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双星与变星研究团组的研究成果，发表在The Astrophysical Journal上。该

工作对一颗奇特的密近双星J162117进行观测分析研究，发现了一种新型的恒星爆发，这类爆发由白矮星的突发

式吸积引起，这种突发式的吸积又与伴星的磁活动相关联。

　　J162117是由国际巡天发现的短周期密近双星系统，两颗子星相互绕转一周的时间约为5小时。由于较短的

轨道周期以及EW型的光变行为，该系统最初被认为是一颗位于短周期截止附近的相接双星。然而，2016年6月3

日国际同行报道了该星存在振幅约为2个星等的恒星爆发。光谱观测表明，它是一颗由白矮星和K型主序星组成

的双星系统。因此，研究人员将此爆发归类为矮新星爆发。然而，与正常的矮新星型激变变星相比，J162117表

现出许多异常之处，例如爆发期间主食变深而次食变浅以及极低的爆发振幅等。这些特性表明J162117是一颗特

殊的瞬变天体，其爆发的物理机制仍不清楚。

　　2016年3月19日，云南天文台双星与变星研究团组利用国内外小口径望远镜对J162117进行持续监测，获得

了大量处于爆发前、爆发期间和爆发后的多波段光变曲线。图1显示，该星爆发前的BVR三个波段的完整光变曲

线以及相应颜色曲线。掩食轮廓和颜色曲线揭示了它是一颗分离的白矮星双星，白矮星周围没有吸积盘，揭示

了J162117不是一颗矮新星。这也表明该双星系统中的白矮星并没有从伴星吸积物质，它的爆发并不是矮新星型

爆发。光变曲线展现出明显的不对称性并伴随着微小振幅的光学耀斑，这说明K型次星存在显著的磁活动。

　　图2（上）给出该星近半年的亮度变化，图2（下）显示光变曲线两极大的亮度差（O'Connel效应）随时间

的变化。通过对所有数据的详细分析，发现K型伴星磁活动与这次恒星爆发密切相关。当双星处于宁静态时，伴

星表面靠近内拉格朗日点（L1）附近聚集了大量的黑子，从而切断了次星向白矮星的物质转移。当L1周围的黑

子消失后，物质转移开始，并被吸积到白矮星表面，从而引起爆发。

　　这些发现使J162117成为研究恒星磁活动、白矮星物质吸积以及恒星磁活动对物质吸积的影响等天体物理过

程的绝佳天然实验室，相关研究结果对进一步探讨激变双星演化和爆发等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研究工作得到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基金等的资助。

　　论文链接 

图1.J162117爆发前的BVR三个波段的完整光变曲线以及B-R和B-V颜色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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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侯茜）

　　图2.（上）：2016年3月19日至9月14日期间所获的R波段光变曲线，其中蓝色点表示爆发过程，绿色点表示

爆发前后的宁静态。图2（下）：光变曲线两极大亮度差（O'Connel效应）的变化图。宁静态时光变曲线两极大

不对称，O'Connel效应明显且稳定，而爆发态时两极大接近对称。两者之间的相互关联揭示了爆发与伴星的磁

活动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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