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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学家发现首颗疑似系外“月球”

  文章来源：新华网 林小春 发布时间：2014-04-11 【字号： 小  中  大 】 

  一个由多国天文学家组成的科研小组10日说，他们可能已找到太阳系外第一颗围绕行星运行的卫星。但由于观

测时机已过，无法进一步观测确认这一发现，因此“这个系外卫星及其伴侣的真正身份将永远无法弄清”。 

  人类已经发现了约1700颗太阳系外行星，但迄今没有确认发现一颗系外卫星。在新研究中，上述科研小组利用

设在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望远镜，发现了一个叫做MOA-2011-BLG-262的天体系统，其中那个较小的天体很有可能是

一颗天然卫星。 

  这一成果借助了微引力透镜效应，即从地球上看去，一颗遥远天体发出的光，会在引力的作用下被中间的某颗

恒星或“漫游”行星聚焦，从而变得更亮，就像透镜一样。分析这一亮度，可以了解中间恒星或行星的许多信息，

包括它有没有绕转星球，如果有，它们之间的质量比是多少等。 

  美国圣母大学戴维·贝内特等人发现，尽管此次观测到的中间天体的身份不清楚，但其质量是绕它运行的小星

球的2000倍。这意味着有两种可能：要么是一颗暗淡的小型恒星被一颗质量为地球18倍的行星绕转；要么是一颗质

量与木星相当的行星，被一颗质量不及地球的卫星绕转。 

  但从地球上观测时，遥远天体刚好和中间作为透镜的天体在视线方向对齐的机会只有一次，错过了就无法再次

观测，研究人员也不清楚到底哪种可能性更大。美国航天局喷气推进实验室行星科学家韦斯·特劳布说，此研究的

模型指向了卫星的答案，如果这是正确的，那么将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发现”。不过，特劳布也不能排除是行星的

可能性。 

  研究人员指出，这一谜团的答案依赖于透镜天体与地球的距离。如果距离较近，则答案是卫星；如果距离较

远，则答案是行星。因此，错过这颗疑似系外“月球”之后，他们只能寄希望于今后再意外发现其他的系外卫星进

行对比分析。相关研究论文发表在新一期美国《天体物理学杂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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