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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科学家基于钱德拉望远镜最新观测认为，一颗恒星可幸存于由一颗伴星进入超新星状态的爆

炸碰撞中。 

  

 

科学家发现著名超新星“第谷”爆炸形成最新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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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显示“第谷”超新星残骸中的铁物质 

 

 

 

艺术家描述“第谷”超新星残骸中X射线弧光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目前，钱德拉X射线望远镜最新观测图像可能为科学家提供揭开历史最

著名超新星爆炸之谜的最新证据。 

 

1572年，丹麦天文学家第谷·布拉赫(Tycho Brahe)观测发现一颗超新星爆炸，并将其命名为“第

谷”。目前，科学家基于钱德拉望远镜最新观测认为，一颗恒星可幸存于由一颗伴星进入超新星状态的

爆炸碰撞中。 

 

美国马萨诸塞州大学丹尼尔·王(Q Daniel Wang)说：“看上去它的伴星爆炸时释放巨大的能量，

但这颗恒星却毫无损失。很可能是当伴星爆炸时产生一股排斥力，结合轨道速率，使这颗恒星快速地弹

出。” 

 

“第谷”是由1a类型超新星形成的，1a超新星具有可靠的亮度，是一种用于测量天文距离的恒星爆

炸类型。它曾用于测量宇宙的膨胀加速度，这种太空效应归咎为暗能量的作用。 

 

一支研究小组对“第谷”超新星进行了深太空钱德拉观测，并发现超新星残骸中喷射着X射线弧

光。强有力的证据显示当一颗白矮星爆炸时会产生X射线弧光释放的冲击波，这股冲击波会吹散邻近伴

星的表面物质。 

 

中科院研究员卢房军（音译）说：“长期以来科学家一直置疑1a类型超新星是如何形成的，它被用

作指示太空距离的稳定信号灯，对于它形成的理解是至关重要的。” 

 

一种普遍观点认为，1a类型超新星是两颗白矮星合并而成，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伴星或者伴星表面

物质被吹散的证据存在。而另一种主流观点认为，一颗白矮星从“正常的”、类太阳伴星牵引物质，直

至热核爆炸发生。 

 

以上两种情况可能真实发生于不同状况，但钱德拉望远镜最新观测结果支持后者理论。此外，“第

谷”超新星研究显示伴星具有显著的弹回迹象，当超新星爆炸时还吹散该伴星表面少量物质。 

 

之前采用光学望远镜进行的观测研究显示，在超新星残骸中的恒星移动速度比其邻近星体更快，暗

示着这颗恒星就是其伴星。基于X射线弧光的特性和“候选伴星”，研究小组认为，双星系统中两颗恒

星在爆炸之前存在着轨道周期和分离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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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评论只代表网友个人观点，不代表科学网观点。  

 

轨道周期大约为5天时间，而分离距离仅为1光年的百万分之一，或者少于太阳和地球距离的十分之

一。相比之下，超新星残骸自身大约20光年直径。 

 

其它X射线弧光详细资料显示它来自于伴星，例如：超新星残骸喷射的X射线显示邻近弧光的“阴

影”。这项最新研究将发表在5月刊《天体物理学杂志》（The Astrophysical Journal）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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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怕政客不要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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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穿越了吧？应该是1572年吧。1952年第谷老爷子早就不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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