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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阳黑子是太阳表面非常显著的现象，也是很多太阳耀斑和太阳风暴发生的源泉地。关于太阳黑子的形

成，太阳物理学家广泛认为它们是由太阳内部的磁场在光球层浮现之后形成的低温强磁场区。然而，几十年

来，研究人员一直在试图预报太阳黑子的出现，或者试图在黑子出现之前能在太阳内部探测到其上浮的过

程，从而为更好地预测空间天气服务。但是，这些努力都没有成功。  

  在今天(2011年8月19日)出版的《科学》杂志上，国家天文台一项海外合作基金项目的负责人、美国斯坦

福大学研究员赵俊伟博士与其指导的博士生Sthathis Ilonidis及合作人员Alexander Kosovichev发表的论文第

一次清晰表明在大型黑子浮现前近两天的时间里，在大约60000公里的深度，可以探测到磁场浮现的信号。他

们利用局部日震学的办法，测量了太阳内部p型声波的传播时间，发现浮现的磁场可以使通过这一区域的声波

获得高达十几秒的加速。在这种信号被探测到大约一到两天的时间里，活动区的磁浮现速度会达到极大。他

们利用SOHO/MDI和SDO/HMI的观测数据进行了这项分析。持续地对目前的观测进行跟踪，可以有效地预测

大型活动区的浮现，可以帮助更好地预测太阳风暴和空间天气。  

  这项研究不仅对空间天气预报具有实际意义，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太阳内部磁场的产生，黑子的浮现都

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毕竟这是太阳物理学工作者第一次探测到这种现象。这项研究的参与者们认为，他们

的观测为太阳发电机给出了一个位置的上限，至少，发电机应该在60000公里以下的层次工作。这项观测同时

对于很多理论工作者也是一个挑战，因为如何解释在这个深度磁场能给声波造成高达十余秒的加速并不是一

件简单的事情。  

  赵俊伟博士在南京大学天文学系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在斯坦福大学物理学系获得博士学位。现为斯坦

福大学汉森试验物理实验室高级研究员，也是国家天文台2011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

究基金项目“ 太阳螺度和日震学研究”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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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NSF日地研究计划主任Paul Bellaire 博士访问国家天文台 

·“中红外太阳偏振成像观测的技术与方法”研讨会召开 

·沉寂两年后的太阳再次爆发大耀斑 

·国家天文台青年学者在第一届亚太太阳物理会议上获最佳论文奖 

·

国家天文台研究员应邀参加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 

日地物理研究所50周年所庆 

·国家天文台研究人员利用SDO数据取得重要研究进展 

·国家天文台973项目“空间灾害性天气的发生、发展和预报研究”以优秀的成绩验收结题 

·中国巨型太阳望远镜（CGST）研讨会成功举行 

·我台研究人员首次发现耀斑带完全扫过黑子本影区 

·实验室成功模拟太阳耀斑中环顶X射线源和重联喷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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