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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暗条物质来源物理机制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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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11日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表示，在该台抚仙湖太阳观测与研究基地，研究人员利用一米新真空太阳望远镜的高时空分辨率观测数据，揭

示了太阳物质来源以及传输过程的重要物理机制。

　　太阳暗条是指太阳边缘的日珥投影到太阳表面上所呈现的暗黑色条带。有些暗条是极性相反的局部磁场的分界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太阳磁

场的复杂结构。其产生、发展和消失有一定的规律，但也可能会在很短的时间内突然活跃起来，甚至突然消失。它也是太阳视面上引人注目的活动

现象之一。

　　云南天文台助理研究员王金成介绍，太阳暗条的形成过程，主要分为磁场结构的形成过程以及暗条物质的来源两个方面。在磁场结构形成方

面，国内外学者已经做了许多研究，但对暗条物质来源方面的研究比较少，特别是利用高时空分辨望远镜的观测研究少之又少，主要是由于暗条形

成过程比较缓慢，完整的暗条物质注入很难被观测到。

　　王金成与闫晓理研究员等合作者一道，研究了位于活动区NOAA 11903中某一暗条从无到有的完整形成过程。他们发现低温物质通过暗条南部足

点的喷流注入到暗条当中，并且在发生喷流处有磁场浮现，同时发现低温喷流同样可以把低温物质抬升到暗条高度并为暗条提供物质，从而推断太

阳上低层的小尺度爆发可为暗条的形成提供足够的物质。他们还估算对比了磁浮现所带的能量以及低温物质被抬升所需能量，得到磁浮现所带的能

量足以为物质抬升提供能量支持的结论。

　　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最新一期国际权威期刊《皇家天文学会月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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