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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馬座雙星軌道周轉 中研院有解

天文研究大突破 傳統觀測方式要花800年

中研院天文研究有重大突破，在比太陽老的恆星飛馬座LL星(LL  Pegasi)的影像中，推導出兩顆環繞
運轉一周的軌道形狀，若以傳統方式要花800年時間觀測才能測得橢圓軌道，中研院ALMA團隊發現
了這項突破天文難題的研究，躍登3月號「Nature Astronomy」封面故事。

中研院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韓國籍金孝宣博士主導的國際團隊，以先進的「阿塔卡瑪大型毫米及

次毫米波陣列」望遠鏡(ALMA)，取得老年恆星飛馬座LL星影像，並用創新方法推導出是橢圓軌道的

雙星系統，首度突破雙星系統因周期太長，無法直接測量軌道形狀的天文難題。

10年前，哈伯太空望遠鏡取得一張飛馬座LL星的照片，這個天體因為周圍出現前所未聞的、幾近完
美的螺旋圖案而大為知名，但如何形成一直是謎。金孝宣帶領的團隊觀測到飛馬座LL星外圍螺旋殼

層的三維幾何結構，以及圖像中各種細節特徵。

比太陽更老的老年恆星飛馬座LL星影像。 圖／中研院ALMA提供

20170303 13:59
聯合晚報 記者王彩鸝／台北報導

https://udn.com/news/story/7316/2323378
https://udn.com/
https://udn.com/
whatsapp://send?text=%E9%A3%9B%E9%A6%AC%E5%BA%A7%E9%9B%99%E6%98%9F%E8%BB%8C%E9%81%93%E5%91%A8%E8%BD%89 %E4%B8%AD%E7%A0%94%E9%99%A2%E6%9C%89%E8%A7%A3 | %E7%B6%9C%E5%90%88 | %E8%A6%81%E8%81%9E | %E8%81%AF%E5%90%88%E6%96%B0%E8%81%9E%E7%B6%B2 https://udn.com/news/story/7314/2318246
https://pgw.udn.com.tw/gw/photo.php?u=https://uc.udn.com.tw/photo/2017/03/03/6/3237156.jpg&s=Y&x=0&y=2&sw=1280&sh=1278&sl=W&fw=1050&exp=3600
https://member.udn.com/member/login.jsp?site=m&redirect=https://udn.com
javascript:void(0);
https://shopping.udn.com/mall/cus/adv/M_Cc1d01.do?sid=91_logo_m&utm_source=udn.com&utm_medium=referral_baglogo_m&utm_term=baglogo_m&utm_campaign=20150103_UDN


新的ALMA 影像所呈現的螺旋殼層狀圖案特徵，是飛馬座LL星不斷噴發的氣體物質所造成。飛馬座

LL星距離地球約3400光年，體積比太陽大200倍，正處於恆星演化晚期「紅巨星」的階段，未來太

陽也會有類似命運。

研究團隊取得的ALMA圖像，顯示出飛馬座LL星周邊螺旋殼層氣體的空間分布和運動速度，進而揭示

這個巨星的確與旁邊的伴星相互繞行，調節著噴發氣體的分布。

金孝宣說，引人注目的螺旋殼層圖案彷彿是大自然留下的清楚訊息，揭開中心恆星如何運動的真

相，是天文學家迎接的挑戰。

共同作者之一、中研院天文所副研究員呂聖元表示，從旋臂彼此的間隔得知，這個雙星系統的軌道

周期大約是800年，天文學家就算幾個世代不停地連續觀測這個雙星系統，也不見得能偵測到雙星到

底如何運動，把鎖在螺旋殼層圖案裡的機密解開，是回推出軌道運動的唯一途徑。

ALMA望遠鏡，是由66個電波天文望遠鏡組成的陣列，為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地面型天文望遠鏡計

畫，不但靈敏度極高，解析能力和一座直徑達16公里的望遠鏡不相上下，可達哈伯太空望遠鏡的10

倍。中研院天文所自2005年開始參與ALMA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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