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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4月9日消息，据美国《国家地理》网站公布了一组图片，展示了一个神秘盘状天体遮住御

夫座ε星并使其形成“日食”的过程。对御夫座ε星“日食”进行研究有助于天文学家揭开这个神秘天体

的真实身份。 

 

1.艺术概念图 

 

 

艺术概念图 

 

距离地球2000光年的恒星——御夫座ε星在一个黑色尘盘遮蔽下形成“日食”。 

 

自19世纪20年代以来，天文学家便发现御夫座ε星每27年便会在一个神秘“伴侣”影响下发生“日

食”，“日食”持续时间长达18个月。 2010年1月1日，这颗黄色特大恒星处于“日全食”状态。 

 

让御夫座ε星发生“日食”的天体种类一直是一个不解之谜。科学家对此提出各种各样的理论，有

人认为是一个黑洞，也有人认为是一个多尘星云。最近进行的研究显示，这个看不见的天体可能是一颗

被巨大尘盘环绕的恒星，两颗恒星彼此绕对方运行，形成所谓的“双星系统”。 

 

有关御夫座ε星的新图片刊登在4月8日出版的《自然》杂志上。这些图片似乎能够证实双星系统理

论。研究论文联合执笔人、美国丹佛大学天文学家罗伯特·斯特赛尔表示：“图片显示这个盘呈雪茄

状，长度和薄度均超过绝大多数画家想象中的模样。” 

 

2.发生“日食”前的御夫座ε星 

 

科学家公布神秘盘状天体遮住恒星形成日食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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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日食”前的御夫座ε星 

 

借助于加利福尼亚州威尔逊山上的望远镜阵列CHARA(高解析度天文中心的英文缩写)，天文学家得

到了这幅图片。图片展示了2008年的御夫座ε星，此时的这颗恒星处于“全亮”状态。根据此前的预

计，御夫座ε星的质量是太阳的15倍。但CHARA获取的最新数据显示这颗恒星的体积远远低于此前的预

计，更有可能只是太阳的3.5倍。与使其发生“日食”的神秘盘相比，它的体积可能只有这个盘的40%左

右。 

 

斯特赛尔指出，其他观测数据显示御夫座ε星的寿命达到1亿年，现在可能已经走到生命的尽头，所

拥有的氢和氦将燃烧殆尽。此外，这颗恒星的一些质量可能以气体的形式消失，伴星的盘则获得这些质

量。但御夫座ε星仍拥有足够质量，最终可能以爆炸的方式结束生命，形成一颗超新星。 

 

3.开始形成“日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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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形成“日食” 

 

这幅2009年11月绘制的增强图像显示，神秘天体开始遮住御夫座ε星。美国维拉诺瓦大学天文学家

爱德华·古纳恩在同样刊登于8日《自然》杂志上的评论中指出：“早期研究就已清楚地表明御夫座ε星

是一颗非凡的双子星。它的轨道周期以及极长的‘日食’时间说明存在一个体积巨大并导致其发生‘日

食’ 的伴侣。这个伴侣的体积是太阳的1000倍。”研究论文联合执笔人斯特赛尔指出，这个碎片盘的

实际质量低于地球，内部恒星的质量可能是太阳的6倍左右。 

 

4.形成“半日食” 

 

 

形成“半日食” 

 

这幅2009年12月绘制的增强图像显示，黑盘已经遮住了御夫座ε星近50%的区域。直到现在，御夫座

ε星伴侣的身份仍旧是一个不解之谜。在众多波长情况下，天文学家无法观察到这个质量巨大的天体。

遮住御夫座ε星使其发生“日食”为研究这个神秘天体提供了一个最佳时机。 

 

5.画家的想象图，神秘天体状如飞盘。 

 



以下评论只代表网友个人观点，不代表科学网观点。  

 

画家的想象图，神秘天体状如飞盘。 

 

在画家创作的这幅想象图中，导致御夫座ε星发生“日食”的神秘黑盘状如一个薄薄的飞盘。一项

新的专业—业余人员合作计划——Citizen Sky将帮助天文学家在当前的“日食”发生过程中进一步了

解御夫座ε星系统。通过斯特赛尔的Twitter博客，天文爱好者可以了解有关御夫座ε星的最新消息。 

 

斯特赛尔说：“当前的御夫座ε星仍十分明亮，绝大多数人都能对此进行观察，即使在不借助望远

镜的情况下也是如此。今天晚上，如果观察条件较为理想，你们可以到外面欣赏这颗恒星正在上演的

‘日食’。”对此感兴趣的天文爱好者应首先寻找位于西部天空的猎户星座，而后将目光转向这个星座

上方。御夫座ε 星就位于五车二右侧，后者处在御夫座的最顶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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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恒星级“黑洞”的真面目。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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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洞”就是宇宙大尺度空间结构中，物质运动产生的“磁场旋涡”现象，如大型的磁场旋涡——星系中心的

“黑洞”（银河系中心等）和小的磁场旋涡——恒星级“黑洞”（天鹅座X—1等）。 真实的“黑洞”既有吸积

也有辐射，“黑洞”的“黑”特征是因为磁场旋涡中心的物质密度非常稀薄，达不到反射可见光射线的效果。它

的极高能量、强烈射线辐射主要都是由磁场力作用产生的。按其形态和性质来说，它倒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黑

暗磁场旋涡洞”。建一 

摘自《自然物质的变化》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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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张图片真的挺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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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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