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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新闻和动态·
探寻太阳系外行星的新工具

美国科学家发明了一种新技术�可用来对环绕遥远的恒星运动的行星直接呈像．这一技术上的突破�意味着可以用比现
有的望远镜小得多的设备来观察这些“系外行星”．虽然还没有用这种技术发现新的系外行星�但是研究人员已经用它证实了
三颗已知的系外行星．

第一颗围绕其他恒星运转的行星是1995年发现的�此后天文学家陆续发现了450多颗这样的行星．大多数系外行星是通
过观察它们对其“母亲”恒星的亮度或运动的影响而间接探测到的．

然而�确定系外行星的化学成分（这可以告诉我们那里是否有生命存在）的最好方法是分析从系外行星到达地球的光谱．
问题是利用地面上的望远镜进行这种直接测量是非常困难的．到目前为止�只能用哈勃空间望远镜和几台非常大的地面望远
镜进行直接的成像．

近来�美国洛杉矶附近的喷气动力实验室的 General Serabyn及其同事提出一种使用小得多的望远镜来获取系外行星影
像的方法．他们用1．5m 直径的仪器测量的效果与用10m 直径的望远镜测量的效果同样好．

研究人员首先用调适光学系统来消除星光通过地球大气层时发生的形变�从而锐化恒星的影像．所得到的影像由一种衍
射图形组成�其中心是明亮的圆盘�外面是一些明暗相间的同心圆．这是光线通过望远镜的光圈时造成的�也是不可避免的．

如果一颗恒星有一个系外行星�该行星的影像就会昏暗得多�从而被衍射图形所掩盖．实际上�天文学家只能分辨距恒星
一特定距离以外的环绕它的行星�这是因为衍射图形的亮度随着离图形中心最亮处的距离的增加而迅速减小．这一特定距离
与望远镜光圈的大小成反比�这就是需要用较大的望远镜的原因．

Serabyn 等使用“旋风星冕仪”解决了这一问题．旋风星冕仪可阻止来自恒星的光线�除去影像中的大部分衍射图形．旋风
星冕仪是一种玻璃“相位片”�通过它的光线会产生一螺旋相位．恒星的光线聚焦在相位片的正中心�这就意味着恒星的光线
从相位片的另一侧出来时其行进方向与望远镜轴成较大的角度．

然而系外行星与恒星所在的位置不同�其光线并不聚焦在位相片的正中心�因而从位相片出射的角度较小．使用一片带
有中心孔的阻挡片可以将恒星的光线遮挡住�而系外行星的光线可以通过．

研究人员使用加利福尼亚 Palomar 山上的5．1m 直径的 Hele望远镜检验了他们的构想．他们没有使用望远镜收集全部
光线�而是使用了1．5m 的小光圈�因为这样可以使调试光学系统产生尽可能好的图像．

研究者用他们的望远镜直接观察恒星 HR8799的3颗行星�观察结果的报道见 Nature�2010�464：1018－1020．这3颗行
星的影像曾由加拿大 Herzberg 天体物理研究所的 Christian Marois 等使用夏威夷 Keck 天文台的10m 望远镜直接观察到．

（树华　编译自 Physics World News�15April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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