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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普彗星和我国的观测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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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海尔
一

波普彗性的基本情况

海尔
一

波普彗星是在 199 5 年 7 月 22 日由两位美国天文学家海尔 ( A
.

H a le ) 和波普 ( .rr

oB pp ) 各 自独立在南部天空人马座 M70 球状星 团附近发现的
,

并很快得到确认
。

国际天文

学联合会 ([ A U ) 根据彗星的运动周期和发现 日期正式命名 为 C l/ 99 5 01
,

又称海 尔
一

波
一

普

( Hal
e ~ BO p p ) 彗星

。

这是一颗长周期大彗星
。

据最近美国空间望远镜研究所发布的消息称
,

彗核直径不超过

巧 km
,

但也有人认为在 入卜
一

3O km
,

说法不一
。

轨道运动周期 4 2X() 年 (发现之初曾报道为

3 《XX) 年 )
,

彗星运动轨道平面与黄道面近乎垂直 (交角 89
.

40 )
,

轨道偏心率 0
.

99 5
,

在经过

近 日点并离开太阳系后
,

彗星轨道运动周期缩短为 2 3 80 年
,

这是 因为彗星受到太 阳系行星

(主要是木星 ) 引力摄动的影响 (离木星最近时仅相距 0
.

77 天文单位
,

即不到 1
.

2 x l了 km )
。

彗星 于 199 7 年 3 月 23 日到达近地点
,

这时地心距为 1
.

31 5 天文单位 ; 199 7 年 4 月 l 「! 到 达

近 日点
,

日心距 0
.

91 4 天文单位
。

彗星在经过近地 点和近 日点 间的那段 时间内亮度达到极

大
,

总星等约为
一 0

.

1等
,

为观测最佳时期
。

过近 日点后亮度便逐渐减弱
,

199 7 年 6 月 1 日

为 2
.

5 等
,

8 月 1 日为 .4 4 等
,

or 月 1 日更下降到 5
.

5 等
。

预计到 2 0 2 0 年
,

彗星离开太阳的

距离为 43 天文单位
,

已越过冥王星轨道
,

亮度只有 29 - 一3 0 等
。

但如利用欧洲南方 天文 台

( ES O ) 日前正在建造中的 8
.

Zm 口 径望远镜
,

经不到 1 小时的曝光仍然可以观测到彗核
。

彗

星出现并不是一种十分罕见的现象
,

只是明亮大彗星比较少见
,

平均每 2于
es
30 年出现

一

次
。

除 了少数有多次回归记录的短周期彗星外
,

大多数是首次发现的新彗星
,

具有重要的观测研

究价值
。

海尔
一

波普彗星之所 以受到各 国天文学家的重视
,

主要还在于有着 以下 一些特点
:

( l) 彗核直径超过著名的哈雷彗星
,

完全称得上是一颗大彗星
。

近 日点和近地点的距离都比

较小
,

尤其近 日点时 日心距小于 1天文单位
,

预期会形成很长的彗尾 (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如

此 )
。

这些对观测及之后的研究工作十分有利
。

( 2 ) 彗星活动剧烈
,

发现之初的 3 个月内即

观测到 5 次核爆发
。

随着彗星接近太阳
,

爆发
、

喷流等活动现象更趋频繁
,

这对彗星物理研

究具有重要意义
。

( 3) 这是一颗长周期慧星
,

数千年回归太阳附近一次
,

在它形成 以来返 回

太阳的次数远少于哈雷彗星那样的短周期彗星
,

因而会包含较为丰富的原始物质
。

( 4 ) 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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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与黄道 面近乎垂直
,

可以为我们提供有关太 阳系不同方向原始物质组成的情况
,

以及太

阳风在不同方向上特性的异 同等有用信息
。

以上特点表 明
,

海尔
一

波普彗星的出现为天文学

家观测彗星和进行彗星物理研究提供了一次十分难得的机会
。

、
. ` ,

2 我国天文学家的观测研究工作

彗星物理是太阳系物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

对于探索彗星的本质
、

原始太 阳星云的组成
、

太阳系形成的早期演化
、

彗星与太阳风的相互作用过程
,

以至了解地球上生命起源和认识地

球发展灾变史等有着重要的科学意义
。

海尔
一

波普彗星发现后
,

很快引起我国天文学家和有关领导部门的关注和重视
。 199 6 年

2 月
,

当彗星由白天出现重新转为晚间出现后
,

中国科学 院上海天文台
、

北京天文台和云南

天文台的天文学家相继拍得了彗星的图象
。

在中国科学院基础研究局数力天文处和中国科学

院天文委员会的支持下
,

199 6 年 3 月 n 日于上海召开了有关人员会议
,

会议决定成立海尔
-

波普彗星观测研究协调组
,

统一协调我 国对海尔
一

波普 彗星的观测和研究工作
,

并以 上海天

文台为协调组挂靠单位
。

参加这项工作 的有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
、

紫金山天文台
、

上海天

文台
、

云南天文台
、

陕西天文台和 中国科技大学
、

南京大学
、

南京师范大学等单位的天文学

家
。

会议要求动用各天文台的光学
、

射电和红外望远镜对彗星进行多波段
、

多方面的观测并

开展相应的理论研究
。

不久
, “

海尔
一

波普彗星全国联测和彗星物理研究
”

项 目先后得到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

中国科学院和国家科委在经 费上的大力支持
,

为项 目顺利开展创造了

良好 的条件
。

199 6 年 9 月 13一 14 日
,

协调组在上海召开第一次会议
,

在对前 阶段工作进行

广泛交流的基础上
,

就如何在主要课题目标指导下开展观测和理论研究以及加强两者之间的

联系
,

进行了深人的讨论
。

我国海尔
一

波普彗星观测研究工作的内容和 目标是
:

( l) 定位观测和轨道参数确定
。

对于新发现的彗星
、

特别是长周期彗星来说
,

进行高精

度定位和不断修正其轨道参数是十分必要的
。

( 2 ) 近核和精细结构观测
。

监测彗核和彗发的各种活动和结构变化
,

如爆发
、

喷流形成

和变化
,

彗发不对称性及可能出现的核分裂等
。

( 3) 大尺度观测
。

重点观测离子彗尾可能出现的断尾
、

扭折
、

分裂
、

螺旋波
、

射线等现

象
,

同时也注意尘埃彗尾的发展变化情况
。

( 4) 光谱观测
。

以低色散工作为主
,

探测彗星各部分的化学组成
,

注意可能存在的新分

子和新离子
。

( 5) 红外观测
。

通过宽带测光确定彗星红外光度及其变化
,

探测红外波段的分子谱带
。

(6) 射电观测
。

以毫米波段彗星分子谱线观测和强度测定为主要 内容
。

( 7 ) 理论工作
。

研究慧星的化学成分
,

同位素丰度和矿物性质
,

彗核物理构造
、

彗尾结

构及其变化
,

离子彗尾与太阳风的相互作用及不同 日纬天区的变化情况
,

不同倾角彗星化学

组成的比较
,

以及探讨原始太阳星云的性质
、

演化和太 阳系形成等 问题
。

参与本项 目的观测设备有
:
中国科学院光学天文和射电天文两个联合开放实验室的主要

仪器
,

包括北京天文台兴隆站上的 2
.

16 m 光学望远镜和 1
.

26 m 红外望远镜
,

上海天文台佘山

站上的 1
.

56 m 望远镜和 25 m 射电望远镜
,

云南天文台本部 l m 望远镜
,

紫金 山天文台青海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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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哈站的 13
.

7m 毫米波射电望远镜
,

以及乌鲁木齐天文站的 25 m 射电望远镜 ; 各 天文台的

其他仪器
,

如北京天文台的 印 / 90
c m 施密特望远镜和 60

c m 望远镜
,

紫金 山天文台本部的 40
c m 望远镜和青岛站望远镜

,

由上海天文台提供设置在云南天文台丽江站的 2 c2 m 望远镜
,

以

及 上要用于大尺度观测的多台照相机等
。

目前
,

海尔
一

波普彗星已越过近地点和近 日点远离我们而去
,

大望远镜后期观 测仍在进

行之 中
。

协调组各参与单位已经完成的工作和取得的成果主要有以下方面
:

( 1) 199 6 年 9 月前
,

利用我国仪器所取得的实测资料进行 了轨道计算
,

发现彗星轨道周

期的变化 与当年 8 月美国喷气推进实验室 ( JPL ) 所预测的变化趋势相一致
。

( 2) 拍摄到一批优质的大尺度黑白和彩色彗星照片
。

照片上细直的兰色离 子彗尾和短 而

弯曲黄色尘埃彗尾清晰可见
,

彗尾最长时超过 2 50
,

与早期的预测一致
。

在大 比例尺的黑 自

照片上更可以清楚地看到彗尾的精细结构
,

并观测到彗尾的纽结
、

断尾和湍动现象
。

( 3) 近核和精细结构观测表明
,

海尔
一

波普彗星活动剧烈
,

频频发生爆发和生成 喷流
,

彗核形态多变
。

199 6 年 10 月 9 日和 11 月 13 日观测到的两次爆发事件是 同一时期全球仅有

的记录
,

彗核分别增亮 1
.

5 等和 2
.

1 等
。

利用小波方法对彗核区精细结构图象进行处理后
,

原来与彗发迭合在一起仅能隐约可见的多条喷流变得十分清晰
,

并与空 间观测结果相一致
,

这在世界上还是第一次
。

上述结果在 199 7 年 5 月于南京举行的行星系观测 国际讨论会 上得

到与会行星物理专家美国康耐尔大学 J
.

eB ll 和德国马普航天研究所 N
.

仆朋
,婴 等人的充分

一

肯

定
。

(4) 199 6 年 11 月红外光度观测取得成功
,

对观测资料 的初步分析表明
,

彗核外层可能

由大颗粒尘埃组成
,

本身并没有热源
。

( 5) 1巧 G比 毫米波彗星射电观测取得成功
。

由观测结果推算
,

估计 199 6 年底至 199 7

年初
,

海尔
一

波普彗星每秒钟产生 1沪个一氧化碳分子
,

大大超过哈雷彗星在同样 日心距 ( 2

天文单位 ) 处的一氧化碳产生率
。

(6) 在理论工作方面
,

已在海尔
一

波普彗星观测结果分析和彗星物理研究方面完成 了 10

余篇论文
,

其中一些 已在国内学术刊物上发表或为刊物编辑部接受
。

随着海尔
一

波普彗星最佳观测时间段的结束
,

除 了尚须坚持一段不长时间的观测外
,

主

要 I
_
_

作将转入对观测资料进行细致的处理
、

分析
,

以及开展相应的理论研究
。

预期整个项 :1[

需至 199 8 年底或更晚
一
些时间才可基本告一段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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