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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夏天，无数双眼睛将聚焦北冕星座，关注那里预计
在9月前出现的一颗罕见新星，届时用肉眼就能在北半球夜
空看到它。

新星爆发难以预测，事先张扬并可以预期的新星爆发，
其实是一件极度稀罕的事情。对天体物理学家来说，这个
机会尤其难得，因为它可以揭示反复爆发的新星结构及其
动力学原理。

““一生只能一生只能见一次见一次””的新星即将爆发的新星即将爆发
地球上的天文学家排排坐 静待3000光年外遥远的它外遥远的它

一生一次的等待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近日援引美
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消息报道，
这颗备受天文学家和天文爱好者关注
的新星将出现在北冕星座中距地球约
3000光年的双星系统北冕座T。

新星指白矮星爆发时骤然增亮，从
而被当作新产生的恒星的天文现象。
北冕座T双星系统由一颗白矮星和一
颗红巨星组成。

这颗白矮星大小如地球，质量和太
阳差不多，它的引力源源不断地将红巨
星上的氢吸引过来，堆积在自身表面，
积聚起压力和热量，最终发生热核爆
炸，迸发出耀眼的光芒。白矮星是演化
到末期的恒星，通常很暗，难以发现，但
在爆发时亮度激增。

美国航天局戈达德航天中心新星
研究专家丽贝卡·豪恩塞尔说，北冕座
T新星爆发将是“一生只能见一次”的
天文事件。

豪恩塞尔说，新星不是超新星，不
要搞混。超新星指一颗大质量恒星爆
炸死亡，恒星用于核聚变的氢耗尽，就
形成红巨星。新星是指白矮星爆发时
骤然增亮的天文现象，在地面上的观察
者看来，像是出现了新的恒星。

天文学家可以凭借地面和太空的
望远镜观察新星，哪怕是天文爱好者的
观测数据，也可以帮助天文学家拼凑爆
发前的事情。

豪恩塞尔说，尽管有些再发新星爆
发周期很短，但多数人的一生中很难两
次看到同一颗新星爆发，尤其是这种离
地球较近的新星爆发，这相当于“在前
排”观看新星爆发，“令人无比激动”。

NASA天体粒子物理实验室主任
伊丽莎白·海斯博士说，对天文爱好者，
这是很让人兴奋的事件。“太空爱好者
一直在寻找那些能识别新星事件和其
他现象的强烈、明亮的信号。”海斯说，

“通过社交媒体和电
子邮件，他们会发出
即时警报，我们期待着
全球互动。”

80年一次的闪耀

“大多数新星都是在没有任何警告
的情况下意外发生的。”NASA流星体
环境办公室负责人威廉·J·库克在一封
电子邮件中说。

美国哈佛大学《天空与望远镜》杂
志说，北冕星座T，是天空中10颗被归
类为循环类新星的恒星之一。预期中
即将爆发的这颗新星，处在银河系牧夫
座和武仙座之间北冕座的小弧形中。

NASA说，1217年秋天，一颗新星
从北冕座T爆发，德国乌尔斯堡修道院
院长伯查德观察到了它：“一颗微弱的
恒星，曾一度发出强烈的光芒。”这是第
一次观测这颗“闪耀之星”的记录，距今
已800多年。

此后北冕星座T大约每80年会有
一次新星爆发。据《纽约时报》和加拿
大广播公司报道，1787年它出现过一
次，1866年5月12日最亮时，爱尔兰天
文学家约翰·伯明翰也曾观测到。

上一次爆发是1946年2月9日达
到最亮。NASA说，这颗新星过去10
年的动向与1946年爆发前同期惊人地
相似。它去年3月开始暗淡，一些研究
人员因此推断，从现在起至今年9月之
间它可能再度爆发。

新星的亮度一旦达到顶峰，好像出
现了一颗新恒星，用肉眼可以看到几
天，用双筒望远镜可以看到一周多。然
后它会变暗，从视野中消失，然后又要
再等80年。

戈达德航天中心天体物理学家向
井厚二（音译）说，再发新星再次爆发的
时间无法百分百确定，“当你以为它们
不可能遵循一个确定的模式时，它们却

（按照模式）运行；而当你
开始指望它们重复相

同的模式时，它们又完全背
离。北冕座T新星的情况会

是什么样？让我们拭目以待”。

肉眼可见的爆发

北冕座中有一个双星系统，一颗死
掉的白矮星，一颗老化的红巨星，名叫
北冕座T星，又称“闪耀之星”。

北冕座T这个双星系统，两颗星在
不断作用，过程仿佛是这样——抢劫、
堆积、爆炸，再抢劫、堆积、爆炸，如此不
断循环。

白矮星的体积似地球，质量似太
阳，它的引力不断吸取红巨星上的氢，
堆积在自己的大气层，积聚起压力，并
逐渐升温，直至发生失控的热核爆炸，
迸发出耀眼的光芒。

这就是新星爆发。一次新星爆发
释放的能量，可达太阳年能量输出的
10000至100000倍。爆发中将吸取的
氢“轰”掉了。于是白矮星继续吸取红
巨星上的氢，继续积聚，到80年后再次
积聚到可以爆发的那么多氢。

“这些新星基本上就是氢弹。”美国
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的天体物理学家
布拉德利·谢弗说。

这个星系距地球3000光年，因为
太暗通常无法用肉眼看到，爆发时预计
会像北极星那么亮，从地球北半球肉眼
就能看到。

地球上看，如何找到北冕座T星的
新星爆发?

“北冕座在晴朗的夜晚观测最理
想。”NASA发布新闻稿说，它可以通过
北半球两颗最亮恒星——大角星和织
女星定位，这两颗星连成直线的下方，
略偏武仙座的那个马蹄形恒星曲线中。

事先张扬的观测

世界各地的天文学家和天文爱好
者都在准备观测。

出现这样一场事先张扬的新星爆

发事件，豪恩塞尔说：“它将造就许多新
的天文学家。它将为下一代科学家提
供动力。”

库克本人就是一个例子。他曾目
睹过一次新星爆发，于是坚定了当天文
学家的想法。多年后，因为他在天文学
上的贡献，甚至有一颗主带小行星以他
的名字命名。

库克是在1975年8月29日看到天
鹅座新星爆发的，亮度与北冕座T星相
似。当时他即将上大学，是天文爱好者
和狂热的火箭模型收藏者。那天晚上
他在室外无意中瞥了一眼天空，发现天
鹅座“乱糟糟”的，因为有一颗不该出现
在那里的星星。

“我告诉朋友们，他们认为我疯
了。我让他们看，哇，我们正在看一颗
新星！”多年以后，他颇为骄傲地说：“还
有谁能说他见过一颗恒星爆炸？”

“这是一次非常难忘的经历，也坚
定了我选择天文学作为职业的决心。”
他说，“我曾开玩笑说，只有一颗恒星爆
炸，才能让我忍受物理课程。”

库克说：“研究像北冕座T星这样
反复出现的新星，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些
星系中恒星之间的质量传递，并为白矮
星变成新星时发生在表面的热核失控
提供见解。”

有幸运遇见的故事，就有遗憾错过
的故事。

1946年，著名的新星专家莱斯利·
珀尔蒂埃已苦苦等待了25年。当年2
月9日，他把闹钟定在凌晨2时30分，
闹钟响了，他起来向窗外望去，什么都
没有。一阵寒意袭来，他就继续躺在了
床上。于是，他错过了那次新星爆发。
后来，他在发表的文章中抱怨北冕座T
星：“我们之间不再有温暖了！”

库克说，北冕座T星不知具体何时
爆发，目前还有几个月的不确定性。也
有一些天文学家甚至认为，新星到9月
也可能不爆发，但是全世界的天文学家
都在监测——万一爆发了呢。

总之，它爆不爆发，咱们等着瞧。

综合新华社、《科技日报》、《中国日
报》报道

北冕座T新星爆发。(模拟图)

武仙座、牧夫座、北冕座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