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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大首次发现行星际空间中的大尺度超弹性碰撞现象

  文章来源：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发布时间：2012-10-08 【字号： 小  中  大 】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地球和空间科学学院、中科院近地空间环境重点实验室汪毓明教授领导的日地物理研究组与

在美科学家合作，利用美国宇航局的STEREO卫星数据，首次揭示了行星际空间中最大的等离子体团——日冕物质抛

射之间的碰撞可能是超弹性碰撞。该研究成果以该校申成龙副教授为第一作者，汪毓明教授为第二作者和通讯作

者，10月8日在线发表于《自然—物理学》上。 

日冕物质抛射是太阳大气中最剧烈的爆发现象之一，向行星际空间抛出大尺度等离子体团，其速度可高达数千

公里每秒，携带的能量相当于数亿颗大型原子弹同时爆炸产生的能量，是灾害性空间天气事件的最重要的驱动源。

在太阳活动峰年期间，平均每天有4至5次日冕物质抛射，它们在行星际空间传播过程中会相互追赶、相互作用。在

通常情况下，弹性固体球之间的碰撞处在完全弹性和完全非弹性之间，碰撞之后，系统的总动能保持不变或减少。

而对于液体和气体，它们之间的碰撞则是扩散和相互渗透的过程。日冕物质抛射是气体状态，由带电粒子组成。它

们之间的碰撞是否跟普通气体一样？ 

通过对STEREO卫星观测到的一次日冕物质抛射碰撞事件的细致分析，申成龙和汪毓明等人发现日冕物质抛射之

间的碰撞类似于弹性球，它们的方向和速度发生了明显的改变。更令人惊奇的是，碰撞之后系统总动能增加了7%，

碰撞过程的弹性系数达到5.4，显著地高于完全弹性碰撞的系数1。 

该研究成果表明：通过碰撞挤压，日冕物质抛射内部的热能和磁能会被进一步激发转换成动能。这一发现对磁

化等离子体团的碰撞过程、日冕物质抛射的动力学研究和建立更为准确的空间天气预报模式等具有重要意义。 

该研究工作受到了中国科学院重点部署项目、国家基金委重点项目、科技部973项目等的大力资助。 

中国科学院近地空间环境重点实验室致力于近地空间环境前沿科学问题的研究，揭示近地空间环境各圈层之间

的耦合过程以及物质与能量的输运机制，提高国内地基光学和空间有效载荷的研制水平，建设国际上重要的近地空

间环境研究中心和高端人才培养基地，满足国家在近地空间环境保障、空间探测等方面的战略需求。该实验室成立

至今已有5人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2人获中国青年科技奖，1人获陈嘉庚青年科学奖。 



图 STEREO卫星对日冕物质抛射碰撞事件的成像观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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