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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天文学家利用世界上最大的太阳望远镜获得最全太阳光谱   

据《新科学家》网站报道，天文学家利用位于亚利桑那州的世界上最大的太阳望远镜，成功获得了

目前分辨率最高、最全的太阳光谱。这将为天文学家分析太阳表面的元素构成提供巨大的帮助。 

 

如果将太阳光进行精密的光谱分析，你想象下结果会是什么样子的。小学自然课上，我们利用三棱

镜在太阳光下折射出的只是最初级、最粗糙的光谱。现在，美国天文学家利用位于亚利桑那州基特峰国

家天文台的太阳望远镜，并运用固定在望远镜上的光谱仪，分析得出了超高分辨率的太阳光谱。 

 

首先，天文学家利用分光仪将得到的太阳光分成两束，两束光经过两块不同的镜面反射后，到达了

探测器。在探测器内，两束光相遇并产生干涉。经过探测器内复杂而精密的分析，壮观的太阳光谱便出

现在了我们的眼前。 

 

图中出现的暗斑便是夫琅和费谱线（Fraunhofer lines），它由德国物理学家约瑟夫·夫琅和费在

1814年发现。当时，夫琅和费利用自制的光谱装置观察太阳光时，在明亮彩色背景上观察到576条狭细

的暗线，后来科学界便将这些暗线称为夫琅和费谱线。实际太阳光谱中大约有3万多条这样的线。这些

谱线是处于温度较低的太阳大气中的原子对更加炽热的内核发射的连续光谱进行选择吸收的结果。因此

通过研究夫琅和费谱线，天文学家便可以知道太阳表层中包含的化学元素。例如，从图中我们可以看

到，暗斑（夫琅和费谱线）广泛存在于频谱的红色部分。这说明太阳表层中存在氢和钠。 

 

利用光谱我们还可以分析围绕恒星旋转的行星表面的组成成分。天文学家在待研究的行星旋转到恒

星后面的时候，采集恒星的光谱；然后行星旋转到恒星正前方的时候又采集一次光谱。对比两张光谱，

天文学家便得到了这颗行星的光谱图。这样的光谱分析技术对我们寻找外星生物是很有帮助的，天文学

家可以通过某个行星的光谱图，研究行星的表面是否有水和氧气，以确定是否存在生物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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