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nglish | 繁体 | RSS | 网站地图 | 收藏 | 邮箱 | 联系我

们

首页   新闻   机构   科研   院士   人才   教育   合作交流   科学普及   出版   信息公开   专题   访谈   视频   会议   党建   文化

  您现在的位置： 首页 > 新闻 > 科技动态 > 国际动态

巴西天文学家发现小行星光环

  文章来源：新华网 赵焱 陈威华 发布时间：2014-03-28 【字号： 小  中  大 】 

  巴西天文学家在26日报告说，他们在南美洲多个站点观测发现，半人马小行星群中的女凯龙星(小行星10199)被

两道光环围绕，这是太阳系中迄今发现最小的一个带光环的天体。 

  在土星和天王星之间，有一群小天体显现出小行星和彗星的双重特征，它们被命名为半人马小行星群。1997年

发现的女凯龙星是目前已知最大的半人马小行星。包括女凯龙星在内，半人马小行星的运行轨道均不稳定，加之它

们身处太阳系外缘，对这类天体的研究充满挑战。 

  巴西天文学家在最新一期英国《自然》杂志上报告说，他们借助7个观测点的13架望远镜，在女凯龙星于2013年

6月遮盖一颗遥远的背景恒星、发生掩星现象时发现了环绕女凯龙星的光环。掩星是指一个天体在另一个天体与观测

者之间通过时发生的遮蔽现象，如金星凌日。 

  观测数据显示，女凯龙星有两条光环，其宽度分别为7公里和3公里，光环间有9公里的间隔，而该小行星的直径

约为250公里。 

  里约热内卢国家天文台科学家费利佩·布拉加-里巴斯说：“女凯龙星的光环近一半物质都是冰块，因此像土星

的光环一样容易被看到。” 

  他介绍说：“当时我们没有寻找光环，也没想到像女凯龙星这样小的天体会有光环，这绝对是个意外发现。”

布拉加-里巴斯认为其他小行星应该也有类似环状物，只是未被发现。 

  这是天文学家首次发现小行星也有光环，太阳系此前只发现木星、土星、天王星和海王星拥有光环。对于女凯

龙星的光环是如何形成的，天文学家猜测可能是女凯龙星受到另外一个小天体撞击，导致大量碎屑物溅射出来，形

成光环结构。此外，由于女凯龙星的质量很小，女凯龙星很可能存在公里级别大小的卫星，来维持两条光环结构的

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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