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请输入关键字 

科研动态

国家天文台参与的国际研究团队首次同时测量出冷亚矮星的质量和半径

发表日期：2019-05-15 【放大 缩小】

　　近日，由国家天文台兴隆观测基地任娟娟博士参与的国际研究团队，发现了首颗存在掩食现象的白矮星+冷亚矮星双星（图1），并借助该双

星首次同时准确测量出了冷亚矮星的质量和半径。该研究工作由来自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理工大学（UPC）、加泰罗尼亚太空研究所（IEEC）、英

国谢菲尔德大学（University of Sheffield）、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英国华威大学（University of Warwick）等单位的科研人员共同合作

完成。相应成果于2019年4月8日在线发表在国际科学期刊《自然·天文》（Nature Astronomy）上。 

　　冷亚矮星形成于银河系早期阶段，携带有揭示银河系结构和化学演化的重要信息。当银河系形成时，第一代恒星主要由氢组成。比氢或氦重

的元素在天文中一般被称为金属元素，它们决定了恒星的金属丰度。随着时间的推移及恒星的演化死亡，这些金属元素在银河系及新诞生的恒星

中逐渐增加。因此，年老的恒星比年轻的恒星有着更低的金属丰度。 

　　由于年老的恒星可以揭示银河系的结构和化学演化，因此测量这些恒星最基本的恒星参数如质量和半径非常重要。但是，年老的恒星非常

暗，在太阳邻域相对比较稀少。目前，仅有88颗冷亚矮星有测量的半径信息，仅有6颗冷亚矮星的质量被估算出。然而，此前没有任何一颗冷亚

矮星同时准确测量出质量和半径，这也使得在此发现之前仍无法从观测数据上检验此类天体的理论研究。 

　　通过掩食双星系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以极高的精度直接测量出两子星的质量和半径的绝佳机会。该研究使用了位于西班牙拉帕尔玛岛（La

Palma）上的GTC望远镜新安装的终端设备HiPERCAM（获得的光变曲线见图2），及位于智利的VLT望远镜的终端设备X-Shooter（获得的光学光谱

见图3），借助这些科研利器，使得该研究能首次准确测量出冷亚矮星的质量和半径。值得一提的是，该研究成果也是HiPERCAM/GTC的首篇科学

产出论文。HiPERCAM相机可同时获得5个波段的图像，且最快可每毫秒拍摄一幅图像，其极高的拍摄速度，使得它能够以前所未有的细节来研究

由于掩食或爆发导致的亮度快速变化的天体。 

　　基于测量的质量和半径信息，再结合估算出的冷亚矮星的温度和光度，使得该研究团队得以首次验证银河系中最古老的一类恒星——冷亚矮

星的质量、半径、光度、温度之间的理论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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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研究得到了中方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联合基金项目（U1531244及U1831209）和重点项目（11833006），及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青年人才

基金项目的支持。  

　　论文地址：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50-019-0746-7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50-019-0746-7)。

图1. 掩食白矮星+冷亚矮星双星示意图（图片制作: Mark Garlick）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50-019-0746-7


图2.HiPERCAM/GTC拍摄的5个波段的光变曲线



该白矮星+冷亚矮星双星的光学光谱。上图中黑色实线显示的是X-Shooter/VLT拍摄的光学光谱：在蓝端可以看到明显的DA型白矮星特征——氢巴

尔末吸收线；红端可以看到冷亚矮星的特征——在6800埃附近有宽的CaH分子带。上图中黑色虚线显示的是最佳拟合的两子星（白矮星和冷亚矮

星）的模板谱。下图显示的是拟合残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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