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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德天文学家联手改写银河系质量 

国家天文台      

    据斯隆数字巡天（简称SDSS）网站报道，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与德国马

普天文所的天文学家合作，首次利用SDSS-II的大样本晕星数据精确定出银河系

的质量约为1万亿个太阳质量（～1012M⊙），表明银河系要比以往估计的苗条。 

    该报道称，银河系的质量对研究银河系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我

们居住在银河系中，这一点又加大了测定银河系质量的难度。过去的研究表明

银河系质量约为2万亿个太阳质量（～2×1012M⊙），但是过去测定银河系质量

所采用样本数目小（50～500），且多为晕星、星团和矮星系的混合样本，使得

银河系质量的测定存在很大的误差。而该工作使用的样本是从SDSS-II的恒星数

据中选择出的约2400颗位于银晕中的蓝水平支星，这个样本是目前数量最大

（2400颗）、分布范围最广（5～60 kpc）的蓝水平支星样本。蓝水平支星处在

特殊的恒星演化阶段，位置能够被精确测量，长期以来就是研究银晕的理想候

选体。中德天文学家利用这些蓝水平支星的运动学性质并结合银河系的理论模

型，定出了目前最准确的银河系质量。 

    这一新进展以题为“The Milky Way's Circular Velocity Curve to 

60 kpc and an Estimate of the Dark Matter Halo Mass from 

    



Kinematics of 2400 SDSS Blue Horizontal Branch Stars” 的论文近期将

发表在国际著名刊物《Astrophysical Journal》上。该文的第一作者是国家

天文台博士研究生薛香香，她主要从事国家天文台与马普天文所利用SDSS大样

本恒星数据研究银河系结构及其形成的合作课题。 

    利用大样本晕星不仅可以精确地计算出银河系的质量，还可以研究银晕的

结构，从而研究银河系的形成过程。我国即将建成的大天区面积多目标光纤光

谱天文望远镜（LAMOST）是世界上光谱获取率最高的望远镜，预期能够获得比

SDSS数量更多质量更好的恒星光谱。高质量的光谱可以提高恒星的视向速度以

及大气参数的精度，这将为获得更多更好的晕星样本提供了可能。利用LAMOST

光谱巡天数据研究银河系结构及其形成将是一项有重要影响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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