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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动态

国家天文台研究人员发现并命名太阳黑子中的亮墙结构

发表日期：2015-06-01 【放大 缩小】

　　国家天文台太阳磁场与磁活动团组副研究员杨书红等人与云南天文台研究人员，共同综合利用云南抚仙湖一米新真空太阳望远镜（NVST）、

美国太阳动力学天文台（SDO）及太阳界面层成像光谱仪（IRIS）的数据，首次发现了黑子亮桥上的垂直振荡亮结构，并将其命名为“亮墙

（light wall）”。该研究结果已发表在国际著名期刊《天体物理快报》（The Astrophysical Journal Letters）上（杨书红、张军、姜法

宇、向永源.2015,ApJL,804,L27）。

　　2014年10月下旬，太阳的可见日面上出现了24年以来的最大黑子群，活动区编号为12192。NVST的TiO 705.8 nm图像显示，活动区12192的负

极性主黑子具有完备的本影、半影结构，在黑子本影区存在着很强的亮桥结构。而IRIS 133 nm图像则显示，在亮桥结构的上方存在着垂直振荡

的亮结构，像是扎根在亮桥上的一堵墙，所以形象的将其命名为亮墙。亮墙的整体都要比周围区域明亮，尤其是墙顶的亮度更高，在SDO的多个

极紫外波段可见。亮墙的平均高度为3.6兆米。亮墙的顶部上下运动，形成连续的振荡，平均振幅和平均振荡速度分别为0.9兆米和15.4千米/

秒。通过对亮墙的高度变化进行小波分析，发现亮墙的主振荡周期为3.9分钟。杨书红等人提出，压力波引起的太阳径向脉动激发了亮墙的振

荡，而亮墙持续的亮度增强表明存在着持续的小尺度磁重联或者磁声波加热过程。 

　　在此之前，根据人们的传统认识，成熟大黑子的基本结构大致由本影、半影、亮桥组成。最新的观测数据表明，亮墙是黑子内部的一种基本

结构。亮墙结构的发现使得人们对黑子的结构有了更新的认识。 

　　研究工作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科院先导B科技专项、科技部973项目等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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