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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天文学家们没有搞错
,

人们终于发现

了围绕除太阳之外的恒星运转的行星
∀

许多人

从孩童时代起就期盼着这一发现
∀

许多世纪以来
,

其他恒星是否有行星系这

个问题一直是天文学的未解之谜
∀

世世代代的

教科书都教育人们为什么不可能观测到那些围

绕哪怕是最近的恒星运转的行星
,

因为行星太

暗了
,

而又淹没在它们的恒星的强烈的光辉之

中
∀

近些年来用间接方法探索大质量 #大于木

星质量 !行星已经成为可能
∀

例如
,

如果一个行

星围绕一个恒星运转
,

则恒星就不能保持静止

不动
,

两个天体将围绕它们的公共引力中心或

重心运转
∀

它们的轨道的大小和轨道速度与它

们的质量比成正比
∀

一种发现行星的研究方法

是观测恒星精确位置来直接发现恒星位置的
“

摇摆
”

变化
∀

迄今为止
,

这类天体测量学的研

究还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果
∃
第二种研究方法是

发现由恒星趋向地球和远离地球的视向速度所

引起的轻微摇摆运动
∀

例如
,

木星的质量为太

阳质量的千分之一
,

轨道速度为每秒 �%   米
,

因而太 阳的对应运动 #或叫反射运动!的速度为

每秒 �% 米
∀

大约有 �
、

& 个天文学研究小组建起高精度

的专用摄谱仪
,

这些仪器能够测量小到每秒几

十米甚至仅为每秒几米的恒星视向速度
∀

这些

仪器观测一颗恒星光谱中极其微小的由多普勒

效应引起的频移
∀

这种研究方法对质量较大的

并在密近轨道上绕其恒星运转的行星有利
,

因

为这样的行星将引起恒星快速的反射运动
∀

瑞士 日内瓦天文台的 ∋
·

梅厄和研究生

(
·

奎洛兹正在实行着一个雄心勃勃的视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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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研究计划
∀

自 �++∗ 年 ∗ 月起他们已经观

测了 �∗ , 颗选出的类太阳恒星
∀

他们事先已知

道这些恒星是单星
,

因而其附近有可能藏匿着

行星
∀ 卜

利用法国上普罗旺斯天文台的 �
∀

+ 米望

远镜上的摄谱仪
,

他们能够使速度分辨率达到

每秒 �, 米
∀

这对于他们想要论证质量为几个

木星质量的行星是足够了
∀

梅 厄 和 奎 洛兹 取得 了 令人 羡慕 的 成

绩
∀

�++∗ 年 � 月初
,

他们宣告有一颗质量至

少为木星质量一半的行星围绕飞马座 �� 星 #它

是典型的 − .一% 型主序星 !运转
∀

飞马座 �� 星

的距离为 ∗ 光年
,

其星等为 �
∀

� 等
,

酷似太阳
∀

像太阳一样
,

它也是一个缓慢自转的恒星
,

年龄

几十亿年
∀

行星公转周期惊人地短到 ∗
∀

,,+ 士

 
∀

  � 天
∀

该恒星的视向速度摆动的半幅长为

& 米 / 秒 #峰值间幅为 �, 米 / 秒!
,

在长达一

年多的时间里
,

公转周期保持稳定不变
∀

快速的轨道运动意味着行星必须在距离仅

0 百万千米 #是水星与太阳距离的八分之一!处

绕恒星公转
∀

行星应当热到摄氏 �   ℃以上
∀

在该行星的天空中恒星视圆面可达 � 度
,

就像

在臂长的距离处看一个网球般的视角
∀

梅厄 � 月 & 日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冷星研

讨会上发布了这个消息
∀

其后
,

其他一些 天文

学家甚至使用更高分辨能力的仪器对飞马座

�� 星进行了观测核验
,

其中美国旧金山大学的

−
·

马尔西和 1
·

巴特勒 #柏克利
,

加里福尼

亚大学!的视向速度研究工作可能是世界上最

精确的
,

他们在利克天文台 % 米反射望远镜上

的摄谱仪测量恒星视向速度的精度可达每秒 %

米
∀

出乎意料地是
,

马尔西和巴特勒最初竟将



飞马座 �� 星排除在他们正在进行的研究计划

之外
,

因为耶鲁大学的《亮星星表》上将飞马座

�� 星误定为一颗亚 巨星
∀

在听说了瑞士天文

学家们的发现之后
,

他们不失时机地充分利用

了事先排定使用望远镜的 ∗ 个夜晚 #大约是飞

马座 �� 星的行星上的一整年!得到了 ,0 个高

度精确的测量结果
∀

这些结果表明
,

恒星的确

有摆动
,

摆动的半幅长为每秒 � � 士 , 米
∀

此外
,

观测数据点能绘成一完美的正弦曲

线
,

这意味着行星的轨道是一圆周
∀

正如天文

学家们所知道的
,

如果行星是真实的
,

它必然是

如此 引潮效应应当使一个大质量行星轨道变

圆
,

该行星距离恒星这样近
,

潮汐效应所引起的

能量损失倾向于使椭圆轨道成为圆轨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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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飞马座 ∋ 的反射运动

至少还有两个天文学研究小组也肯定地证

实了恒星的正弦速度曲线
!

但是
,

这些微小的

视向速度变化真的是存在一个沿轨道运转的行

星的象征吗+ 有没有别的因素会造成这些变化

呢+

起初
,

梅厄和奎洛兹根本就没被这些视 向

速度变化所激动
,

他们曾经假设有某些与存在

二颗行星不同的原因在起作用
!

因为从宣布几

个近距的红矮星其  ,%∀ 到  ,−∀ 年的位置有摆

动的消息开始
,

已有许多不成熟的行星被撤消
“

发现
”

或昙花一现
,

而能够经受得住详细推敲

的唯一的太阳系外的行星是近年发现的三颗围

绕脉冲星 ./0  # ∋−1  # 运转的行星
!

该脉冲星

位于室女座中
,

距离为  2∀∀ 光年
!

然而
,

随着斗转星移
,

天文学家们积累了更

多的新信息
!

例如在太阳型恒星中
,

投有周期

近于 % 天的脉动
!

太阳的基本振荡周期是 ∋ 分

钟
,

甚至那种太阳震动学家们正在研究的最长

的脉动周期也只有几小时长
! ‘

在一年多时间飞马座 ∋ 星的周努保持着
像钟表走时一样恒定

,

这不像是恒星内在的变

化
!

既不可能是恒星的脉动
,

也不可能是其他

效应 )如磁场活动或恒星黑子对光谱谱线的调

制∗
,

能呈现出如此完美的正弦波形
!

最后
,

在  ∀ 月底
,

日内瓦天文台天文学家

们宣布已经在欧南台实行了对飞马座 ∋ 星亮

度精测监视
,

观测能够排除任何有关 %
!

# 天周

期的大于 ∀! ∀ ∀# 等亮度变化
!

不考虑任何其他

效应
,

因速度为每秒 ∋∀ 米和周期为 % 天的恒星

表面的膨胀和收缩而产生的亮度变化大约为这

个量的  ∀ 倍
!

观测数据也表明
,

在飞马座 ∋ 星系统中没

有交食的迹象
,

因为假定行星轨道平面与我们

视线至少为 ∋
“

的条件下
,

一颗木星大小的行

星当它经由飞马座 ∋ 星的前面穿过时
,

将使飞

马座 ∋ 的亮度下降 ∀! ∀ 等
!

飞马座 ∋ 星行星系的轨道和我们的视线

间的交角还是未知数
,

交角的大小决定着行星

的质量的大小
!

目前广泛引用行星质量为 ∀
!

∋

个木星质量
!

这个值仅适用于行星轨道侧向我

们视线在 #∀
“

的范围以内
!

如果轨道指向不

是近于垂直我们的视线
,

那么我们从地球看到

的视向速度仅仅是恒星实际的反射运动的很小

的分量
,

因而行星的质量可能要大很多
,

如果我

们从行星系的两极方向观测 )这种可能性极

小 ∗
,

则运转的天体甚至可能是颗褐矮星
,

一种

其质量比木星质量大数十倍的衰老恒星
!

幸运的是还有些线索供我们参考
,

飞马座

∋ 星的光谱线因每秒 # 千米的多普勒频移而

变宽
,

这种频移是由于恒星绕轴自转产生的
!

因为我们可能未朝向恒星的赤道
,

因此这只能

是恒星真正 自转速度的某些分量
!

在飞马座 ∋ 星的光谱中缺少明亮的钙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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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
,

意味着它有轻度表面活动 #甚至小于太阳的

表面活动!
,

这是一种缓慢 自转的恒星的标志
∀

这就是说
,

飞马座 �� 星并不比我们实际看到的

每秒 , 千米的自转速度快很多
,

这也意味着我

们的视线朝向恒星赤道方向不远#巧合的是
,

太

阳以类似的速率自转!
∀

天文理论曾经假定
,

行

星是在它们的恒星的赤道平面附近形成的
,

就

像我们太阳系的情况那样
∀

总之
,

新行星的最

小质量为  
∀

� 木星质量这一结果可能很接近于

实际值
∀

那样的巨行星
·

1 波登海默 #加利福尼亚大学

圣克鲁兹分校 !怀疑距一颗年轻呵
、

热的
、

具有

太阳质量的主序星这样近的距离处
,

小天体是
否能够合并成舟个固钵的行星核

∀

新发现的
一

行星会不拿筑双尾照感方式形
成

,

即在坍缩后形成飞马座又 星的气体星云中
凝缩而街叩星能否是在远妞赫

因受到

其他大质量天体的碰撞而被抛进来或者以某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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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

在距恒星不过 0 百万千米处存在一

个巨行星这一事实将使现代的行星演化理论陷

于混乱之 中
∀

天体演化理论学家们曾经假定
,

当微小的固体天体在原行星盘中俘取另一颗其

他小天体时
,

它们将合生在一起
,

如果它们成长

为足够大的
,

它们也能够吸引气体
,

成为像木星

方法旋转进来 7 它会不会开始时质量很大后被

剥蚀或蒸发呢 7 天体演化理论学家们突然发

现
,

这些问题都要考虑
∀

美国哈佛一史密松天

体物理中心 的 8
·

诺耶斯曾提出一种构想
,

“

行星
”

开始形成时可能有恒星级的物质质量
,

以后把它大部分质量再倾注到飞马座 �� 星上
,

不过
,

诺耶斯本人也指出
,

飞马座 �� 星的极为

正常的物态否定了任何这类模式
∀

该行星现在的物态更使人迷惑不解
‘

它不

应是一个
“

巨大的铁质的星球残骸
” ,

这种天体

是马尔西紧跟着梅厄的设想宣布后提出的
,

梅

厄曾设想该行星是一个像水星那样的无气体的

直径为地球 � 倍的巨大星球
‘

与他们不同
,

卡

耐基研究所的 −
·

怀特利耳则认为
,

即使行星

与飞马座 �� 星异常地接近
,

它也能保留住大量

木星型的大气
,

但是
,

在恒星演化早期的金牛座

9 型星阶段 #这时期
,

飞马座 � � 星发光能力要

强 �  倍
,

向外吹出大量恒星风!行星怎样来保

持大气呢 7 理论家们变得踌躇不前了
∀

最近
,

关于发现其他的可能行星和质量更

大的褐矮星的消息像冲开闸门的水流一样纷至

沓来
∀

从事长期的耐心的研究工作的天文学家

正被迫把那些令人兴奋激动但还是不全面的
,

不足以令人信服的发现仓促地发表出来
∀

我们

应密切注意今后的事态发展
∀

正如马尔西所说

的那样 ∃
“

行星发现是连六年级小学生都能理解

和感到兴奋的事
”

∀

希望不论是业余天文爱好

者还是专业天文工作者都能有机会和你的近邻

好友共享这种极为重要的发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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