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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学家首次在“系外海王星”中找到水蒸气

  文章来源：新华网 林小春 发布时间：2014-09-25 【字号： 小  中  大 】 

  借助美国多个太空望远镜，天文学家首次在一个海王星大小的太阳系外行星上发现了水蒸气，这也是迄今人类

找到的有水蒸气存在的最小系外行星。 

  美国马里兰大学等机构研究人员24日在英国《自然》杂志上报告说，这颗编号为HAT-P-11b的行星位于天鹅座

中，距地球约120光年。它几乎是一个克隆版的海王星：个头是地球的4倍大，也可能有着固态的核，外面覆盖着大

气层。不同的是，它距母星较近，运行周期只有5天左右，而表面温度更高达605摄氏度。 

  除了水蒸气外，在这颗行星的大气中，还发现了大量的氢气和其他一些未知分子。 

  行星的大气成分蕴藏着行星形成与起源的线索。此前人们已成功在一些系外行星大气中找到水蒸气，但这些行

星都是“块头”更大的类似木星的气态巨行星。天文学家也观测了一些“系外海王星”，但它们大气中都有云的存

在，挡住了太空望远镜的视线。幸运的是，HAT-P-11b不存在这种问题，它的天空晴朗无云。 

  借助哈勃、斯皮策和开普勒3种太空望远镜，研究人员利用一种叫做透射光谱的技术观测HAT-P-11b获得上述发

现。透射光谱技术可通过行星从其绕转恒星前面通过时恒星光线光谱变化，推断出行星的大气成分。 

  研究人员说，在海王星大小的系外行星中发现晴朗天空是一个好迹象，这意味着其他小型系外行星也同样可能

有着良好的能见度。最终，借助先进的观测技术，天文学家将研究更小的类似地球的岩石行星的大气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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