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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记者 于紫月

不知不觉，距离上一次在太阳系内发现

行星已过去了 170 多年。如果能在太阳系

内发现新的行星，或许是可以获得诺贝尔奖

的事。

不过，自 1846 年海王星被发现以后，相

当长一段时间内，几乎没有人再去寻找新的

行星，因为能找到的机会十分渺茫。

近些年，关于太阳系内神秘行星的讨论

变得热烈。有天文学家表示，在太阳系的边

界上可能藏着一颗行星——行星九。如今，

已有文章讨论了它可能是何种模样的细节。

不久前，美国科学家还计算出了“行星九”不

存在的概率为 0.002。

为什么一些天文学家认为太阳系一定存

在“老九”？如果存在，它是什么模样，又身处

何方？

实际上，从概率上讲，在太阳系内发现新

行星的可能性不大。我们来对太阳系这片区

域做一个摸查。假如在海王星到太阳之间的

范围存在新行星，那么依靠现有观测条件是

可以看到的，但现实是，天文学家们并没有观

测到。

而在外太阳系范围的“海王星外天体”

（TNO）中，存在新行星的可能性非常小。“因

为这个区域的物质密度更低，行星的成长时

间要花上亿年，十分漫长，所以不太可能长出

行星。”南京大学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教授周

礼勇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直到 2014 年左右，天文学家陆续在柯伊

伯带（海王星轨道之外黄道面附近的区域）发

现了一些奇怪的天体，它们具有很大的轨道

半长径（几百个天文单位）。对此，有人解释

道，这种情况是海王星引力散射作用导致的。

但是近 5 年，天文学家们又发现了另外

一些奇怪的天体，它们不仅轨道半长径很长，

而且近日点距离也很大，超过了 40个天文单

位。另外，这些天体的近日点方向基本指向

同一个方向。如果是海王星或其他行星的散

射作用，这些天体的近日点距离应该是比较

小的。而在大行星的摄动作用之下这些天体

的近日点方向也应该逐渐弥散。

一直以来，来自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迈

克·布朗被称为“冥王星杀手”，因为他的研究

对冥王星降级为“矮行星”起了直接作用。但

也正是他，计算出“行星九”不存在的概率为

0.002。如今，太阳系似乎有望重新拥有第九

大行星，但这一次，“老九”不是冥王星。

2016年，迈克·布朗和同事康斯坦丁·巴特

金发现，太阳系边缘柯伊伯带中的６颗天体出

现了奇怪的运行轨道，它们就像６块以不同速

率运转的钟表。但无论何时去看，这些钟表指

针都在相同地方。天文学家认为，这一现象碰

巧发生的可能性为 0.007%。在排除其他可能

性后，两人推测，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

“一颗真正的行星”在发挥引力作用。

是否有可能是暗物质的作用呢？周礼勇

表示，太阳系附近暗物质的密度很低，所以不

可能是暗物质的影响。

“最初，这样奇怪的天体并不多，所以很

多人会反对存在‘行星九’的说法。然而，随

着近几年不断有新发现，‘行星九’存在的统

计学显著性逐渐提高。”周礼勇解释道。

奇特天体现身太阳系边缘

目前虽然未能直接观测到“行星九”，

但可以通过数学模型和计算机模拟推测它

的存在。科学家通过计算机模拟估计行星

的位置，并提出了“行星九”的一些基本参

数。比如，“行星九”的轨道半长径是 200

至 800 个天文单位，质量是地球质量的 5—

直接观测到“老九”有难度

不过，科学家正在考虑用其他方案寻找

这颗行星。比如，通过下一代 CMB（宇宙微

波背景）实验。宇宙微波背景是迄今为止观

测到的最古老的光，记录着有关宇宙的历史

信息。通过望远镜和超级计算机解析其微妙

的特征，宇宙学家已经获得了关于宇宙属性

及其历史的见解。

周礼勇表示，有不少研究人员对“行星

九”的存在持怀疑态度。一种观点认为现在

研究的这批具有特殊轨道的小行星，样本数

过少不足以说明问题。另一种观点认为，以

现有的机制，很难理解“行星九”存在的合理

性——为什么一个体积庞大的行星会离太阳

如此遥远？

“因为离太阳越远，物质密度越低，演

化速度也越慢，所以很难想象这样的环境

能孕育出一颗体积庞大的行星。”周礼勇解

释，如果“行星九”是一颗从外部飘来的流

浪行星，对于俘获它的机制目前并没有很

好的解释。

“说实话，我不认为‘行星九’存在，顶多

是大一点的海王星外天体。”高健表示。

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的研究人员雅各布·
弗莱西格也认为“行星九”并不存在，而是一

群小天体共同产生作用，致使周围出现轨道

奇特的小天体。但为什么有这样一群小天体

呢？至今依然没有很好的解释。

高健直言，“行星九”的存在并没有得到

天文界的共识。但有关太阳系天体的望远镜

搜寻项目很多，也不断有新的太阳系小天体、

海王星外天体被发现，如果真有“行星九”，随

着观测技术的提高和天文学家的关注，早晚

还是能发现的。

“寻找‘行星九’或许可以满足人类无

穷无尽的好奇心。当然如果真的发现‘行

星九’，会对太阳系形成理论带来挑战，特

别是如果这个‘行星九’个头够大的话。”高

健说。

存在与否学界尚无定论

太阳系太阳系““老九老九””
到底是找不到还是不存在到底是找不到还是不存在

实习记者 代小佩 10 倍，轨道偏心率是 0.2—0.5，轨道倾角是

15°至 25°。

但“行星九”扑朔迷离，用望远镜“锁定”

它相当困难。周礼勇解释道：“因为现在的参

数很有限，而且，关于“行星九”的位置定位并

没有足够精确，只是一个比较宽泛的范围。

假如这颗星真的存在，由于身处遥远的太阳

系边缘，那么它肯定十分暗淡。”

视星等，是指可见光波段所看到的星

体亮度，根据传统定义，其数值越大越暗，

反之则越亮，而且其取值可以是负数。视

星等既与星体的发光能力（光度）有关，也

与星体与观测者的距离有关。因此，暗弱、

甚至本身不发光的星体可以拥有很低的视

星等值，如满月时月球的视星等约为-12；

而发光能力很强的星体却可能因为与地球

之间遥远的距离而有着很高的视星等值。

根据“行星九”的大小、反照率以及与地球

的距离推测，这颗神秘行星的亮度约为 22

等—24 等。

周礼勇坦言，要在天空中很大一片区域

去寻找一颗遥远的天体，并不容易。

北京师范大学天文系教授高健接受科技

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没有直接观测到“行星

九”的原因很简单。“一种情况是，现有的论文

所提的推测不准确，‘行星九’实际不存在，那

当然就观测不到。另一方面，‘行星九’若位

于柯伊伯带或更远的地方，那么观测难度非

常大。”

高健补充道，如果“行星九”距离太阳

很遥远，那么它属于气态巨行星的可能性

很小，毕竟现已发现的柯伊伯带天体大多

是冰质天体。

除了观测手段，也有人通过理论手段

寻找“行星九”。周礼勇介绍道，根据行星

的摄动理论，如果“行星九”存在，除了对周

围的小天体产生影响，还会影响其他行星，

比如木星。

因此，科学家利用比对行星历表的方法

去寻找“行星九”。“但目前的观测精度不能

否定也不能肯定‘行星九’的存在。”周礼勇

表示。

黑洞，以吞噬为生。目前，几乎人们观测

到的每个星系中心都有黑洞。这看上去，星系

就像中心黑洞的一个庞大的储备粮仓。

日前，欧洲空间局表示，天文学家利用哈

勃太空望远镜观测到一个奇特的小型星系。

该星系“个头”很小，但诞生恒星的速度很快，

中心可能存在一个超大质量黑洞。

超大质量黑洞以气体为食

据 介 绍 ，新 发 现 的 星 系 编 号 为 ESO

495-21，位于大约 3000 万光年之外的罗盘座

中，它属于矮星暴星系，由于大量恒星的形成

而“光芒四射”。星暴星系“造星”速度极快，可

达银河系的 1000倍。

这个“生育能力”超强的星系与银河系相

比，却是个“小不点”。它的直径仅约 3000 光

年，而银河系直径约为 10万光年。

更值得一提的是，天文学家估算该星系

中心的超级质量黑洞约为太阳质量的 100 万

倍。要知道，足足有 300 多个该星系大小的银

河系中心的超大质量黑洞才为太阳质量的

400 多万倍。

“通常，星系越大，其中心地带的黑洞质量

也越大。”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陈学

雷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种小星

系、大黑洞的现象极为少见。

欧洲空间局的天文学家也对这种“套餐搭

配”感觉不同寻常。那么，问题来了。该星系

中心黑洞是如何形成的？小星系能否支撑超

大质量黑洞“生存”或“长大”？这个黑洞平时

“吃”什么？

事实上，目前天文学界对星系中心超大质

量黑洞的来源一直存有争论。有学者认为黑

洞形成在先，后吸积大量气体，这些气体逐渐

形成恒星，构成星系；也有学者认为星系形成

在先，其中心地带的恒星发生碰撞或合并，产

生黑洞。总之，“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相

信后续还会有学者对这次新发现的星系中心

黑洞起源做进一步研究。

在“成长”方面，陈学雷指出，虽然该星系

很 小 ，但 与 黑 洞 比 起 来 ，依 然 是 个“ 庞 然 大

物”。例如，银河系总质量约为上千亿倍太阳

质量，中心黑洞仅有百万倍太阳质量。因此，

小星系也有足够的能力“喂养”黑洞，不用担心

被“吃垮”。一般来讲，超大质量黑洞会吞噬气

体或恒星，慢慢“长大”。该星系的中心黑洞应

该也不例外。

为理解星系形成提供新思路

有“喂养”的能力不代表会“心甘情愿”去

“喂养”。以往的经验也让天文学家生疑：小星

系和大黑洞为何会相安无事？这或将成为部

分学者下一步要聚焦的问题。

20 世纪 90 年代末，人们发现星系与中心

黑洞在质量上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只能说二

者相关性很强，应该有某种机制，能将二者建

立起联系。这就像存在一个函数，给出自变

量，便能得到函数值。

然而截至目前，学界依然还没有找到这个

“函数”。“星系与星系中心黑洞大小的关系尚

不十分明确。一般认为，黑洞的形成过程与星

系演化过程是相互影响的，如黑洞产生反馈效

应，抑制恒星的形成，导致黑洞与星系之间保

持紧密的关系。”陈学雷说。

气体是恒星诞生必不可少的原料。黑洞

在吸积周围物质时，会“吐出”部分能量，发光

发热。当这些光和热作用在星系中心周围的

气体上时，便给予了它们逃逸的能量，形成反

馈效应，从而影响恒星诞生，进一步影响星系

的质量和大小。

“学界之所以普遍认为大星系中心存在

大黑洞，小星系中心存在小黑洞，是因为有

以 往 大 量 的 观 测 作 为 支 撑 ，且 这 种 观 点 看

起来也比较合理、易接受。”在陈学雷看来，

这 就 像 高 个 子 的 人 往 往 有 一 双 大 脚 一 样 ，

但 具 体 多 高 的 人 会 有 多 大 的 脚 ，没 有 人 能

说清楚。

该星系很可能会打破上述传统的观点。

陈学雷将它视为一个新的“实验室”，去验证多

样的星系-黑洞质量关联模型，也有助于启发

新的、更接近真相的假说或理论。欧洲空间局

的天文学家认为，这或将会为人类理解星系形

成和演化提供新思路。

3000万光年外，一个小星系中发现超大黑洞

暑期即将来临，又到了看夏季银河的好时候。不过，在即将到来的七月，你

能期待的不只是银河，还有一场阳光和地球的躲猫猫——日全食，以及今年的第

二次月食。

智利是观“食”最佳地点

智利、阿根廷当地时间 7 月 2 日傍晚、北京时间 7 月 3 日清晨，将上演今年

最重要的天象——日全食。本次日全食从遥远的南太平洋开始，90%以上的

全食带都在海面上，只是在即将结束时登陆南美洲南部。主要经过的也只有

上面提及的这两个国家，而且可见区域都不大。

智利是全世界最狭长的国家，南北长度可达 4000 千米，但东西方向的平均

宽度却只有 180 千米。全食带从首都圣地亚哥以北几百公里的地区穿过，那

里空气干燥，晴天率高，比较适合观测本次日全食。

得益于独特的地理和气候条件，智利拥有全球条件最好的天文观测台址，

大口径望远镜和先进的天文观测设备云集于此，有些甚至位于这次的全食带

中。这也是本次日全食非常引人关注的原因。大家在观测完日全食后，既可

以游览智利美丽的自然风光，又可以前往大型天文台，亲身体验天文学带来的

震撼。需要提醒大家，很多天文台并不是随时都会对外开放，参观请提前咨询

和预约。

相比之下，在与智利相邻的阿根廷，本次日全食的观测条件较差。首先，全

食发生时太阳的高度更低，很多地方甚至只能观测到带食日落，天气带来的不确

定性也就随之增大。其次，虽然距离不远，但阿根廷位于安第斯山脉东麓，气候

与智利区别很大，降水更多，阴天概率更大。

不过，全食带快结束时会穿过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西南部地区。那

里是大城市，交通相对比较方便，如果你想体验日全食又来不及规划复杂的行

程，不妨去那里碰碰运气。

美丽的土星整夜可见

因为被美丽的光环围绕，土星被誉为太阳系中最美丽的行星。实际上我们

平时能观测到土星的机会很多，近些年它在春季主要是后半夜可见，秋季比较适

合在前半夜欣赏，夏季，也就是冲日前后，它几乎整夜都能被观测到。

土星距离太阳约 14.3 亿千米，公转周期为 29.5 年，因此在地球上观测，它相

对背景星空的自行速度比较慢。土星与地球的会合周期为 378 天，几乎每年都

有土星冲日天象，2019 年的土星冲日发生在 7 月 10 日。实际上，这些年无论是

否冲日，土星的观测条件都不太好。主要是它正位于人马座天区，在北半球中纬

度地区观测，它上中天时的地平高度也不会太高，因此观测时受到大气视宁度和

消光的影响就比较严重。

光环倾角的大小也是决定土星观测条件的重要因素之一，这尤其对它的亮

度影响很大。土星的光环平行于它的赤道面，而它的黄赤交角大约是 26°。所

以我们会在一个土星公转的周期内，观测到土星光环两次分别为向南和向北的

倾角最大，当然也会经历两次光环平行于我们视线方向导致的“消失”。这两年

土星光环的倾角还比较大，但已是逐渐减小的趋势。

本次土星冲日另一个重要的看点，就是其西侧 30°左右有一颗更加明亮的

地外行星——木星。当然与-2.5 等的木星相比，+0.1 等的土星会显得暗一些。

木星的自行速度比土星快，所以大约在明年下半年，木星就会追上土星，届时夜

空将上演 30年一遇的木土相合。

清晨时分上演偏食

将发生在 7月 17 日凌晨的这次月偏食是今年的第二次月食，我国大部分地

区都能观测到。本次月偏食主要是在西亚、东欧、非洲大部以及南极洲全境可

见，在我国当天黎明时分可以看到带偏食月落。由于日出前天光很亮，加之月球

地平高度较低，观测效果不会太好。

相比之下越往西可观测时间越长，条件也越好，所以新疆、西藏是更理想的

观测地。北京时间 2 时 44 分，首先开始的是半影月食。4 时 2 分是初亏时刻，月

球开始进入地球本影，偏食阶段开始。食甚大约是在 5时 31分，这时我国东部地

区月亮已经落下。复圆时刻在 7 时整前后，最后的半影食结束于 8 时 18 分。到

那时我国已经没有地方能观测到了。

（作者系北京天文馆副研究员，图片由作者提供）

暑假来了

去南半球看日全食

天象早知道

日全食发生期间，太阳黯淡下去，但天空中还有其他亮星。

李 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