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年 月!∀ 日出版的 英 国

《

自然》杂志
,

刊载了 由三位英国天

文学家署名的文章
,

标题是 # “环绕

中子星 ∃% & � ∋ !卜 �( 运动的行室
, )

文章以明确的语言
,
宣告了太阳系

外第一颗行星的发现
)

宇宙间
,

我们的太阳系是独一

无二的吗∗ 其他恒星周围存在行星

码∗ 这类问题
,

人们提出了何止千

年
)

用现代科学技术去寻找其他恒

星的伴星
,

科学家们也已孜孜不倦

她进行了上百年
。

尤其是本世纪中
,

迄今已找至叮一些其局围可能存在
行星类天体的

“

怀疑
”

对象
,
例如 +

可能有两颗行星绕着转的蛇夫星座

的 巴纳德星
。

但是
,

像《自然
》
杂志

人文章那样
,

毫不含糊地宣称发现了

太阳系外新行星
,

这还是前所未有

的事
。

面 貌

兰位英国科学家所说的那颗中

于星
,
位于天球赤道附近的一个小

星座—盾牌座
)

它的名称 ∃% &

� ∋ ! , , � ( 告诉我们
,

它的坐标大致

是赤经 �∋ 时 !� 分
,

赤纬南 � (
) 。

它

距离我们约 − 万光年
。

他们所说的
、

环绕该星运动的行星
,

其质量是地

球的 �( 倍左右
,

如果它的密度与地

球相近的话
,
那么它的直径该有二

三万公里
。

该行星距离中子星 �
)

!

亿公里
,

与金星到太阳的距离相仿
)

它以每秒 村 公里的轨道速度.地球

为每秒 −( 公里/ 环绕中子星运动
,

公转周期相当于地球上的 0 个月
)

有人会问 # 发现太阳系外新行

星的消息
,
又为它如此“画像

” ,

可靠

吗 ∗

我们可以这样说 # 尽管
《
自然

》

杂志有时也有点操之过急
,
譬如在

报道 � , ∋  年大麦哲伦星云中 超 新

星的脉冲星时
,
就曾这样 +但是

,

这

本杂志在全世界的权威性是无可争

议的
)

其次
,

三位英国天文学家 1)

巴利斯
、

∀
)

谢马尔
、

2
)

莱因
,

其严

肃认真的工作态度是公认的和无可

指责的
。

他们使用著名的英国焦德

雷尔班克射电天文台的 直淞  0 米

巨型射电望远镜
,

所进行的观测和

测量是高质量的
,

所得出的结论虽

是惊人的
,
但是可信的

)

文章发表时
,
国际天文学联合

会正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召开

第 !� 届全会
,

发现新行星的消息立

即在会上引起轰动
)

不少与会天文

学家认为这项发现是划时代的
,

不

仅从天文发现史的角度 来 说是如

此
,

意义更深远的是它对当代天体

物理学提出了挑战一方面
,

新发现

与现今普遍承认的行星从原始星云

物质形成的理论是不协调的 + 另外
,

它也与超新星爆发而产生中子星的

理论模型有所抵触
)

三位署名作者

的意见是
,

这后一点尤其重要
。

环 境

对于一个大质量的恒星 来 说
,

超新星爆发发生在它演化过程中的

某个特殊阶段
。

当一颗质量比太阳

大好几倍的恒星把它的核燃料消耗

完之后
,
由于核心部分不再产生能

量
,

压力与引力之间的平衡遭到破

坏
。

于是
,

在本身引力的作用下
,

恒

星急剧地向中心坍缩
,

而其外层则

在冲击波的作用下被高 速 向外 抛

出
)

地球观测者看到的是恒星极大

地增亮
,

成为超新星
。

恒星是以自

己崩溃为代价而成为超新星的
)

如果坍缩后的核心质量仍大于
�

)

3 个太阳质量
,

它就继续收缩
,

核

心物质被挤压得如此厉害
,
电子都

被挤压到原子核内
,

并与质子结合

成为中子
)

恒星的残存部分成为一

个主要由中子组成的致密天体
。

这

就是中子星名称的由来
。

于是
,

新

的物理规律开始起主导作用
,

并使

超高密度的中子星稳定在 半 径 4(

公里左右的状态中
)

随着体积极大地缩小而角动量

保持不变
,
恒星的自转速度就加快

,

周期变短
,

在重新处于稳定状态时
,

有的竟达到每秒 !。。( 周的惊 人 自

转速度
)

这时
,

具有 5 亿特斯拉以

上超强磁场的中子星从其磁轴两端

发射出射电波
)

随着中子星的快速

自转
,
射电波像灯塔光芒那样在宇

宙空间“扫描” )

如果射电束与我们

视线方向一致
,

地球上的观侧者就

可以接收到以一定周期出现的射电

脉冲
)

脉冲星被证实为就是快速自

转的中子星
,

一般用 ∃% & 加上坐

标位置来表示
)

∃%& 6 %7 8 一 � ( 脉冲星是在 � , ∋ ∀

年发现的
,
它与银河系其余已知的

约 3 (( 颗脉冲星一样
,
受到天文学

家们的普遍关注
)

从 � � ∋ ∋ 年开始
,

在焦德雷尔班克天文台
,

对其中的

呼( 颗着重进行研究
, 9 %& �∀ !卜 一。

是其中的一颗
)

好些脉冲星的射电脉冲有细微

变化
,

其原因大致有两类 # 一类把

原因归之于脉冲星本身
,

认为中子

星虽已达到引力平衡
,

但其表面完

全有可能发生突发性波动
)

另一类

则认为
,

中子星一般宇宙间最常见

的双星系统
,

它的两个成员星都环

绕公共重心运动
,

或者说
,

质量较小

的那颗成员星使双星系统的公共重

心位置发生变化
,

从而使我们看到

中子星本身的移动轨迹有所 变 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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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高校物理系或物

理专业
,

但不知所

开设的课程
)

为了

满足他们的 要 求
,

《力 学》

力学是物理系或物理专业教学

计划中第一门基础物理课程
。

它是

研究物体机械运动最基本规律及其

应用的一门学科
)

力学是以牛顿三定律和万有引

力定律为基础建立和形成的力学体

系
,

因此又称为牛顿力学或经典力

学
)

根据所研究物体的性质
,

力学

的内容分为质点力学
、

质点组力学
、

刚体力学
、

弹性力学
、

流体力学等 +

根据研究问题的性质
,

而分为运动

学
、

静力学
、

动力学
)

力学是许多学

科和工程技术的重要基础
,

现在有

的内容已经发展成一些应用力学部

门
,

如材料力学
、

弹道学等
)

牛顿力学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

当物体运动的速度接近光速时
,

牛

顿力学不再适用
,

需用相对论力学 +

对于微观客体运动规律的研究
,

如

电子
、

质子等
,

牛顿力学也在往不再

适用
,

需用量子力学
。

但这些也表

明牛顿力学是近代物理学的一块基

石
。

.德云 /

本刊新辞《高校物理系落破裸介绍 ,

栏目
,

分期介绍普通物理的《力学》、

‘

热学和分子物理学》、 《电 磁 学》、

)

光学》、‘原子物理学鲜理论物理的
。

理论力学》、。热力学和统计物理》、

。

电动力学》 、《

皿子力学》
、 《固体物

理学))

《热学和分子物理学》

热学和分子物理学是物理学的

一个部门
,

是研究热现象的基本规

律及其应用的一门重要基础学科
。

热学和分子物理学研究对象是

一致的
,

都是热现象
,
但是

,

研究

问题的方法却截然不同
)

热学是依

据实验和观察总结出来 的 基 本 规

律
,

运用严密的逻辑推理方法
、

,
研究

宏观物体的热的性质 + 分子物理学

是以物质的微观结构出发
,
运用统

计的方法研究宏观物体 的 热 的 性

质
)

二者相辅相成
,

使问题的研究

从表观到实质
。

热学给出的普遍规

律
,

可以用来检验微观理论的正确

性
,

而微观理论可以揭示热学所研

究的物体宏观性质的本质
。

由此可

见
,

热学属于宏观理论
,
分子物理学

属于微观理论
,

两者相互联系
,

彼此

补充
,

构成完成的理论体系
)

.德云 <

射电脉冲的节拍发生变化
)

反过来
,

根据射电脉冲的变化
,

可推 出双星

系统中成员星的质量
)

迄今为止
,

已知脉冲星双星系

统中的伴星的质量
,

普遍达到够得

上恒星的标准
。

莱因等人所研究的

那 钊颗脉冲星当中
,

” 颗的伴星

问题已得到合理的解释和解决
,

唯

独 9 =& �∀ ! � 一 � ( 的伴星却异 乎 寻

常地小
,

在排除了一切可能的原因

之后
,

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 # 在

∃%& � ∀ ! , 一 ! ( 影响所及的范围内
,

在

它所提供的条件和环境中
,

存在着

一颗光学望远镜无法看到的
、

但确

凿无疑的
、

名副其实的行星
)

考虑到小小的脉冲星所发射的

可见光是很微弱的
,

可以肯定新行

星上将是持久的长夜
,
即使是面向

脉冲星的部分
,

也是如此
)

其表面

温度也将是极低的
)

可是
,

脉冲星

表面温度极高
,

一般的至少有上千

万度
,

它产生出强烈的 6 辐射和伽

马辐射等
。

处在这样环境中的这颗

新行星上
,

无疑不会有生命存在
。

挑 战

间题在于 # 我们该如 何解释这

么一颗行星的存在
)

根据一般的认

识
,

超新星爆发时
,

以每秒 ∀ (。。公

里的速度外抛的恒星外壳
,

将横扫

周围的一切
,

当然也包括那颗行星

在内
,

很难想像会有足够大的行星

等天体幸免于难
。

那么
,

在超新星

爆发之后不足百万年
,

中子星周围

存在行星该作何种解释呢 # 在保持

其轨道的同时
,

行星是怎样抵御来

自中子星的强大冲击的呢 ∗

当然
,

我们也可以作另外的设

想
,
假定那颗议论中的行星是在超

新星爆发之后才有的
,

也许它原先

是颗在空间
“

流浪”的天体
,
被中子

星俘获来的 +也许
,

超新星爆发时
,

部分物质并未达到脱离速度
,

于是

就在中子星周围形成一个残余物质

盘
,

行星就是由这些残余物质吸积
、

凝聚而形成的
)

这种凝聚过程基本

上符合行星从原始星云物质形成的

过程
,

所不同的是 # 星云说认为中

心太阳和行星基本上是 同 时 形成

的
,

而在上述假定中
,

行星是在中心

天体崩溃的基础上诞生的
)

在这种

情况下
,

中子星又起了什么作用呢 !

以上种种
,

都要求天体物理学

家们予以解答
)

此外
,

新行星即刻

带来的问题是 # 难道 ∃% & �∋ ! � 一 �(

的周围
,
就只形成一颗行星吗 ∗ 莱

因自己就有这样的意见 # 所记录下

的差异
,

既可以解释为只存在一颗

行星
,
也可以考虑为存在好几颗行

星的综合结果
)

令人很感兴趣的是 #

在人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地方
,
却

发现了太阳系外的第一颗行星 + 相

反
,

在呼声很高
、

人们预期会有所发

现和突破的地方和那些早就被 “怀

疑”上的对象中间
,
却一直没有进一

步的消息
)

这是否会给予人们某些

启迪和更加广阔的驰骋余地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