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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天体轨道运行方向和地球运行方向相反  

据英国《新科学家》杂志报道，一支国际科学家小组在寒冷的“柯伊伯带”中发现了一颗与众不同

的天体，它是倒着围绕太阳运转的，且相对大多数其它太阳系天体来说，其轨道面还是倾斜的。这或许

可以解释以哈雷彗星为代表的神秘彗星家族的起源。柯伊伯带位于太阳系的尽头，由冰冷天体形成的

环，其名称源于荷兰裔美籍天文学家柯伊伯（Kuiper）。 

 

此新天体被命名为“2008 KV42”，其轨道与地球运行的轨道面或黄道形成103.5°夹角。这意味着

当它围绕太阳运转时，它的运行方向确实和地球的运行方向相反。由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布雷特·戈尔

德曼领导的科学家小组于今年5月首次发现此独立特行的天体。其观察结果表明它的直径大约为50公

里，其运行路线距离太阳20—70天文单位，1天文单位是地球到太阳的距离。相比之下，“2008 

KV42”和天王星都离太阳差不多的距离，但相对海王星与太阳的距离就要远上2倍以上了。 

 

研究人员发现“2008 KV42”的运行轨道似乎数亿年一直都很稳定，但他们表示它可能出生于其它

地方。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小行星中心的布赖恩·马斯顿说：“这的确令人好奇地想问它到底来自哪

里。” 

 

戈尔德曼表示它可能出生于和哈雷彗星同一个地方。这些彗星也倒着围绕太阳运转或具有高度倾斜

的运行轨道面，且可以持续运行20—200年不等，但不同的是，它们距离太阳都更近一些。 

 

目前天文学家还不清楚这类彗星是从哪里形成的。电脑模型表明它们全都不是在其它类型彗星的2

个出生地中形成的，这二个出生地是柯伊伯带和更加遥远的奥特云（Oort cloud）。而奥特云是太阳系

外围的一圈巨大冰天体形成的球形云，这里环绕着无数彗星。奥特云距离太阳大约2万—20万天文单

位，它是1950年由荷兰天文学家简·奥特首次发现的。 

 

戈尔德曼小组计算出“2008 KV42”虽然出现于柯伊伯带的偏远处，但相对奥特云却更近一些。一

些科学家将距离太阳2—5万天文单位的这一奥特云区域叫“内奥特云”。 

 

天文学家推测引力作用可能将“2008 KV42”从内奥特云中“踢”了出来，导致出现在现有的轨道

上。戈尔德曼表示它可能有一天会被踢出其轨道，进入一条离太阳更近的轨道上运行，从而使它成为一

颗“过渡天体”，最终将成像哈雷彗星一样的天体。这种天体的轨道路线可以让我们看到太阳系的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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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戈尔德曼小组一直在搜寻具有高度倾斜轨道的天体，他们利用很多高级望远镜已经发现20多颗其它

柯伊伯带的天体也具有非常倾斜的运行轨道面，但没有发现其中一颗天体具有逆行轨道。戈尔德曼说：

“某些彗星并不是行星形成后自然产生的，特别是这些轨道高度倾斜的彗星，此发现可能最终表明它们

是如何从奥特云中的小行星转变为像哈雷彗星一样的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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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依伯带”最大天体被命名为“马克马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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