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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韩占文创新团队近来在Ia型超新星前身星领域的研究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

以博士研究生王博为第一作者撰写的这一最新研究成果近期发表在国际著名学术期刊《皇家天文学会月

报》（MNRAS）上。该研究成果已相继被英国皇家天文学会网站、BBC、科学日报、科学中心、阿尔法-

伽利略和美国的科学博览、红轨道等国际主要科学媒体进行了报道。 

 

Ia型超新星测距研究使我们认识到宇宙在加速膨胀，从而推论出暗能量的存在。这不仅是天文学，

更是物理学的巨大突破。Ia型超新星因其在宇宙学中的特殊地位被美国《新千年天文学和天体物理学》

列为近十年内恒星研究的主要对象之一。 

 

随着观测技术的提高，研究人员已寻找到越来越多的Ia型超新星，并且发现约有一半的Ia型超新星

的延迟时间小于1亿年（Ia型超新星的延迟时间是指从双星系统的形成到发生Ia型超新星爆炸的时间间

隔）。也就是说，存在着年轻的Ia型超新星。但是，现有的Ia型超新星前身星模型都很难对这些年轻Ia

型超新星进行解释。 

 

针对这一难题，韩占文创新团队首次提出了Ia型超新星前身星的碳氧白矮星加上氦星的双星模型。

指出一个碳氧白矮星可以通过洛希瓣从一个氦星或者是一个处于亚巨阶段的氦星吸积物质，最后达到其

最大稳定质量极限，从而发生Ia型超新星爆炸（如图）。这一模型可以解释年轻的Ia 型超新星的形成

并与实际观测结果基本吻合。 

 

搜寻Ia型超新星残留伴星对认识Ia型超新星前身星的本质具有重要意义。该创新团队目前已经给出

了我们银河系内当前时刻Ia型超新星残留伴星的详细特征，这些特征有助于在实际观测中搜寻Ia型超新

星的残留伴星。创新团队计划利用我国的大天区面积多目标光纤光谱望远镜（LAMOST）对这些残留伴星

进行搜寻。本研究项目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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