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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每日科学网报道，6月1日至6日，国际太阳会议在美国蒙大拿州大学举行。百余名来自欧洲、亚

洲、拉丁美洲、非洲和北美洲的科学家聚集于此，共同探讨“太阳变化、地球气候和太空环境”问题，

而太阳的不活跃状态成为会议讨论的焦点。 

 

在过去的几年里，太阳很不活跃，没有产生太阳黑子。与会科学家说周期的不活跃对太阳来说是正

常的，但是这次的周期比以往要长。日本国家天文台“日出号”卫星的负责人丙本荣佐认为该种现象还

将继续延续下去。 

 

丙本说，太阳物理学者不像天气预报员，他们只有能力观测，而不能预测未来。目前，他们已经观

测到比正常情况更长的太阳不活跃期。过去，他们观测到太阳曾经运行50年不产生太阳黑子。这个时期

大概是从1650年至1700年。 

 

丙本表示，他不知道太阳这种不活跃的状态还要持续多久。他们增加了新的地面站收集来自“日出

号”卫星传回的信息，并对此作出分析。新的站点坐落在印度、挪威、美国阿拉斯加州和南极，今年夏

天将开始运作。 

 

蒙大拿州大学太阳物理学者丹拉·朗科普说，太阳通常以11年为周期运转，最活跃期一般出现在周

期的中间。最不活跃期大致出现在周期更替之时。上个周期的活跃期在2001年达到顶点。下一个周期刚

刚开始，预计在2012年左右到达顶点，但是现在却和两年前一样没有活跃迹象，科学家们也不确定原

因。 

 

据科学家介绍，太阳的活跃性代表着太阳黑点、太阳耀斑、太阳爆发等现象，这些现象可以引发气

候变化。 

 

国际太阳会议热议：太阳不活跃期异常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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