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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户座恒星生成区域的星际紊流形成了巨大的恒星核。 

（图片提供:Qizhou Zhang, 《天体物理学杂志》）  

向银河系深处探索，将帮助天文学家解开困扰他们几十年的巨恒星形成之谜。根据最新的观察结

果，天文学家认为，当星际紊流阻碍周围其他恒星的形成时，一些恒星便开始向着“巨无霸”的方向生

长。 

 

站在地球上，你会觉得太阳是个巨大而强壮的家伙，但是与包括参宿四——位于猎户星座的一颗恒

星，距地球约600光年——在内的那些庞然大物相比，太阳只是一个小不点儿。如果将参宿四与太阳调

换一下位置，前者的大气层将掠过火星。抛开大小不谈，所有的恒星都被认为是以相同的基本方式——

万有引力将由气体和尘埃构成的巨大透明云团压缩，并最终点燃恒星的“核熔炉”——形成的。但究竟

是什么原因让通常只会形成像太阳一样大小的天体以及更常见的红矮星的原始物质，结出像参宿四一样

的巨大而罕见的“硕果”的呢？ 

 

一种可能性与超大星系和黑洞的形成类似，即最大的恒星是由发生在其早期历史中的碰撞所形成

的。而另一种假设则认为，巨恒星的诞生可能与星际紊流——能够搅乱形成恒星的母云团，并阻碍万有

引力将尘埃和气体压缩成多颗天体——的存在有关。然而迄今为止，没有人在现实中观测到这一现象。 

 

借助观测过程中的一点点好运气，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市哈佛—史密森天体物理学中心的一个研究

小组，直接利用次毫米波阵列——位于美国夏威夷莫纳克亚山的天文望远镜群，能够以极高的精度追踪

星际云团的内在动力学变化——发现了星际紊流产生的影响。由天体物理学家Qizhou Zhang领导的研究

小组在一个云团——距离地球15000光年——的一片相对平静的区域中观测正常大小的恒星的形成过

星际紊流扫清障碍 巨人恒星乱中取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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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这时他们恰好发现一颗巨恒星正在一片星际紊流地带积聚生长。有关这一研究成果的论文已被《天

体物理学杂志》（The Astrophysical Journal）接受。 

 

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克鲁斯大学的理论天体物理学家Mark Krumholz表示，新的观测结果明确地揭示

了星际紊流能够防止其他恒星的形成，并让大恒星持续生长。Krumholz指出，对于理论学家而言，如何

更好地解释这一现象是当前所面临的挑战。 

 

（群芳 译自www.science.com，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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