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行星的形成问题需重新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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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学家们认为木星和土星是经过两个步

骤形成的
�

但近几年来围绕着一些恒星的行星

的发现 �参见本 刊  ! !∀ 年第 # 期的科苑快讯
∃

天文学家 已发现了八个
“

新太阳系
”

%
,

迫使人们

不得不重新考虑这个问题
�

正如美国华盛顿卡内基学院的博斯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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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在  ! ! ∀ 年 . 月 # / 日 出 版 的 一 期

012 34 33 上撰文所述的那样
∃

首先
,

岩石状的星子

在外太 阳系互相碰撞并粘合在一起形成约  /

倍地球质量的天体
,

然后
,

这些原行星扫荡并吸

收太 阳星云 中的气体
,

成 长为它们现 在的大

小
�

这个两步形成过程看上去能恰 当地说明我

们太阳系的两个大行星
,

木星和土星的现状
�

但新发现的一些
“

新太阳系
”

的行星之质量数倍

于木星的事实使上述理论处于不利地位
�

博斯认为一个岩石状的冰核要积聚像木星

所具有的那么多的气体至少需  百万年
�

但许

多
“

新太阳系
”

的行星 比木星大得多
,

时间是重

要的因素
,

因为一个太阳状的恒星大约在  千

万年内驱散其周围星云的剩余物质
,

如果气云

弥散现象出现得快得多
,

则行星只能长成天王

星和海王星那样大小
�

这样
,

博斯的结论是
∃

看

来两步诞生过程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形成大行

星
�

为了矫正这一情况
,

博斯复活了以 前被抛

弃的一步形成的思路
�

大行星从气体和尘埃同

时结合形成
�

他用流体力学计算来模拟一个太

阳星云
,

该计算跟踪考察在一气体或流体中的

几百万个粒子的运动
、

密度和温度
�

这个星云

的三维计算机模型反映出几百年后成袋的较密

物质便集聚起来了
,

在其后的十多万年间
,

在这些
“

巨大气体原

行星
”

中的物质将堆垒起来作为物质块继续坍

塌收缩
�

最终
,

尘埃将沉积到行星内部
,

在那里

高温将其缎造成一个固态核心
�

博斯估计一个

木星那么多质量的星云区域将含有 . 倍地球的

重于氦的元素
�

这样
,

木星和土星的固态核心

的质量可能只有以前所估计的  5  / 到 】56
�

与
“

新太阳系
”

行星有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如

何说明它们中的大多数绕主星运行的轨道 比水

星绕太阳的轨道还要近
�

在这么近的距离
,

应

当没有足够的物质集聚为大行星
�

但
,

按照美

国喷气推进实验室的沃德 �7 22∋2 (8 9 7
( ): %

的意见
,

一个原行星星云能从一形成 中的行星

挖取 角 动 量迫 使其下 落到 较 小 的轨 道
�

在

 ! ! ∀ 年 . 月 # / 日 出 版 的 一 期 & −;), <=>−23 (∋

?, ≅ 8 (∋ 玫 ;;3 )− 上
,

沃德的一篇文章说明了在气

盘中潮汐力是如何影响衰减轨道的

—
可能发

展到摧毁某些初期的整个行星系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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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破地层的中微子通讯

∋科苑快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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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科学报》报道 在粒

子世界 里
,

有一 种特别 的
“

中微

子
” �

它能够穿透地球
,

速度甚至

超越光束
�

科学家利用它作为一种新一代通讯媒介
�

中微子通讯是采用中微子束来代替电磁波传递信息的

一种通 讯方式
,

它 可以突破水下和地下这两大电磁波

通讯的禁区
,

实现全球无线通讯
,

从而提高通讯效率
�

中微子通讯传递信息快而准
,

而且具有不受外界

干扰
、

对人体无害的优点
�

中微子通讯过程与微波通

讯相似
,

有收
、

发等装置
�

发讯时
,

发射端首先用高能

质子加速器
,

将质子加速到数千亿电子伏特
,

然后去撞

击一块金属靶
,

此时金属靶的背面就会产生许多中微

子来
�

这时
,

再以调制器将中微子信息化
、

规律化
,

然

后通过磁场控制载有信息的中微子束传向目标
�

而接

收端则是一个 巨大的水箱
,

箱 内载有大量光敏探测

器
�

当发射来的中微子束在水中通 过时
,

就会与原子

核中的中子产生核反应
,

最后放出光子
�

当光子被光

敏探测器接收以后
,

中微子束所携带的信息便会被解

调出来
,

从而达到通讯的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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