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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河系螺旋手臂  

北京时间9月18日消息，据英国新科学家杂志报道，最新一项计算机模拟实验显示，银河系旋臂将

太阳抛至离其出生地更远的区域。这将有助于解释为什么靠近太阳系的恒星具有更多样性的化学成份。 

 

许多恒星被银河系的旋臂推到一个混乱、拉伸的太空轨道上，使它们远离其诞生区域。但是包括太

阳在内的许多银河系恒星，都在银河系中心保持着清晰的圆周路径。目前，一项最新的计算机模拟实验

显示，实际上银河系的旋臂将一些恒星抛至离诞生地数千光年的区域，然而它们仍保持着其圆形轨道。

美国华盛顿大学天文学家罗克·罗斯卡尔说，“我们模拟实验结果表明，像太阳这样的恒星可能起源于

一个与当前位置完全不同的另一个区域。” 

 

恒星“放射性迁移” 

 

罗斯卡尔和同事们开发了一项计算机模拟系统，能够模拟起始于100亿年前球形天体区域中螺旋星

系盘的形成，这一时期被认为是银河系与另一个星系进行合并的最后阶段。该研究小组在模拟实验中发

现当星系盘生长、其内部恒星位置变动时，旋臂将形成或消失。在这一时期，星系盘中的许多恒星都经

历着“放射性迁移”，更接近或远离星系中心，但它们仍遵循着圆形轨道。 

 

罗斯卡尔告诉《新科学家》杂志说，“起初我们对于这项模拟实验感到非常惊奇，具有代表性的如

果恒星轨道被星系旋臂摄动，其结果将形成更加椭圆的轨道。” 

 

恒星受旋臂牵引力作用 

 

星系通过一种叫做“联合旋转共振”的过程可实现对恒星的位置迁移，一颗接近旋臂尾部的恒星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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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受到旋臂强烈重力的额外牵引力作用。这将增加恒星的运行速度，将它们发送至远离星系中心更远的

轨道。相反地，在诸多恒星前的一颗恒星将向后被牵引，缓慢、更接近地向银河系中心移动。 

 

这种恒星迁移现象非常普遍，研究人员评估在太阳邻近的50%恒星可能都发生了位置迁移，这一区

域距离银河系中心26000光年。丹麦哥本哈根市天文学、物理学和地球物理学涅尔斯·波尔协会

(NBIfAPG)的约翰尼斯·安徒生说，“这是一项非常不错的研究工作，但是证实恒星的迁移可能是非常

困难的，这种迁移不会在太空轨道中留下观测记录，同时恒星的运行速率变化很大。” 

 

星系旋臂随时间而变化 

 

分析其他星系中的恒星数量将掌握一些重要线索，恒星是从星系内部产生形成的，因此距离星系中

心越近的恒星越年轻。但是大型的恒星迁移将改变这一切，改变恒星年龄的有秩序分布。罗斯卡尔指

出，此外星系旋臂随着时间的推移是否发生显著改变也是一个关键性因素。 

 

对于太阳来说，在其生命历程中经历了意味深长的迁移变化，星系旋臂并不是处于静态。如果旋臂

一直保持静态，那么恒星将在星系以一个小马蹄印的形状路径运行。在计算机模拟实验中，星系的旋臂

在星系内部和外部闪动着，并改变着其外形。但是没有人确信是否银河系的旋臂也有着类似的历史。安

徒生说，“目前我们仍不知道是否银河系旋臂具有这种短暂现象。” 

 

更多阅读 

 

英国新科学家杂志报道原文（英文） 

 

新图片显示银河系丢失了两条“臂膀” 

 

研究称太阳系穿越银河系可能招来彗星撞地球 

 

发E-mail给：     

     

| 打印 | 评论 | 论坛 | 博客 |  

读后感言： 

   发表评论

相关新闻 

《科学》：神秘恒星群漂浮在银河系中央的黑洞附近  

银河现11条新恒星流 证实宇宙中存在“暴力事件”  

银河系发现一颗正在爆炸的恒星 亮度极高肉眼可见  

《天文学与天体物理学》：银河系最亮恒星头衔现新...  

科学家在银河系中寻找分子云 可能含有生命雏形  

新图片显示银河系丢失了两条“臂膀”  

中德联手改写银河系质量：约为1千亿个太阳质量  

科学家发现银河系内140年前爆发超新星  

一周新闻排行 

对撞试验引发霍金和希格斯两位科学泰斗口水大战 

方舟子：三聚氰胺是怎么加到牛奶中的 

谷超豪院士：从教60年，院士弟子有9个 

科技部发布08年度科研院所技术开发研究专项资金... 

哈佛科学家称人工合成生命即将诞生 

大型强子对撞机生成第一幅图像 预计年底高速对撞 

袁隆平：世界杂交水稻研究又获新的重要进展 

郭光灿院士谈科学理念：发表论文不是目标 

关于我们 | 网站声明 | 服务条款 | 联系方式 | 电子地图 京ICP备07017567 Copyright @ 2007 科学时报社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