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冥 王 星 卫 星 食 的 观 测

����年美国海军天文台 ��� �������分析了照

相底片上冥王星伸长的星象
，
提出了冥卫一存在的

假设
�

虽然由于观测极其困难而且缺乏直接的证据
，

国际天文学联合会还未正式承认冥王星 卫星 的存

在
，
但天文学家们却一般都乐于承认它的存在

，
并

给它起名为卡戎 ��������
�

天文学家们还计算了卡

戎的理论轨道
，
然后决定了什么时候地球上的观测

者可以看到冥卫一的食现象
。

根据预报
，
这种现象

每 ��� 年将发生一次
，
每次持续五年

，
最近的一次

于����年或稍后一些时间开始
。

冥王星卫星的观测有着很重要的意义
，
利用这

种观测
，
我们可以研究冥王星的大小

、

密度
、

质量

和表面形状
，
而且食现象的发现为冥卫一本身的存

在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据
。

美国得克萨斯州麦克唐纳天文台
、

加利福尼亚

的帕洛玛山天文台和夏威夷莫纳克亚天文台 的天文

学家们
，
在三年前就已联合起来试图观测冥卫一的

食现象
，
今年 �月�� 日

，
得克萨斯大学 的 研究生

������� ������在得克萨斯地方时 �时后不久第一

次明确地观测到了这一现象
。

他用麦克唐纳天文合

��英寸折射望远镜上的光度计
，
测到了来自冥王星

和卡戎的总辐射光度在观测期间下 降 了 �拓
�

三天

后夏威夷大学的 ����� ������用莫纳克亚 的��英

寸反射望远镜也观测到了这一现象
，
在 �小时期间

内光强下降了 �拓
。

其实早在 �月 ��日
，
���� 的

，

������ ������
。 在帕洛玛山也观测到了可能 是 食

的现象
，
由于使用新仪器而存在的定标问题

，
这个

结果显得不那么肯定
。

目前食分是比较浅的
，
但在今后三年内卡戎将

正穿过冥王星
，
天文学家们将会对冥王星和卡戎的

大小作进一步的精确测量
，
并对冥王星表面作更深

入的研究
。

假设冥王星表面是均匀发光的
，
并由此

得出理论光度曲线
，
那么把它与观测结果进行比较

就可以发现冥王星表面的暗区和亮斑
�

潘容士据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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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学 望 远 镜 的 飞 跃

—���� 望远镜—
由于洛杉矶�

�

�
�

����基金会的资助 ‘ �亿

美元�和新的工艺技术的发展
，

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

�简名 ��������和加利福尼亚大学
，
将于 ����年开

始制造一架口径为��米的望远镜—����望远镜
。

其采光面积比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光学望远镜大�倍
，

光力强到可以观测到月球上 的一枝烛光
。

自����

年建成泊洛玛 �米海耳反射镜以来
，
这次是光学望

远镜�镜面�尺寸上最具有深远意义的一次飞跃
。

预

计于����年完成
，
到那时

，
它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

一架光学望远镜
。

四十年来
，
世界上光学望远镜停滞不前的局面

，

是由于望远镜镜面的庞大所造成的
。

����望远镜的主镜不采用单块实心镜面
，

而是

采用 ����� ������ 和他的同事 �劳伦斯
·

伯克利实

验室�所设计的一种新颖的分块式镜面—即将��
�

块对角线长为 �
�

�米的六角形镜面拼嵌而成 ��米的

镜面
。

简言之
，

就等于把制造加工一块口径��米反射

镜面的难题转变为抛光一块对角线长 �
�

�米的分块
·

镜面
�

这将能够使镜面制造得相当薄
，
以 致 使 ����

望远镜的镜面重量仅为 ��� 吨
，
还不及海耳望远镜

的三分之一
，
尽管面积是海耳望远镜的 �倍

。

分块式镜面望远镜截然不同于多镜面 望 远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