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卷第 �期 天 文 学 进 展 ���
�

�一 ��
�

�

����年�一�月 �������� 】� ��������� ���一�����
，
����

彗核的冰石胶结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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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在哈雷彗星最近一次回归期间 ����和 ������ 宇

宙飞船取得的观测资料
，

提出了一种新的彗核模型
。

他们把这种新模型称为
“
冰石胶结模型

” 。

这种模型

与经典的 ������
。 冰冻团块模型的主要差别在于

，

经典模型把彗核看作完全由冰粒和尘粒的混合物构

成
，
对于彗核的不同部分来说

，
仅仅在混合比例上

可能有所不同� 而新模型认为
，
彗核由两类不同的

基本物质构成
�
一类是几乎不含或者完全不含易挥

发物质的多孔难熔的砾石
，
其大小为数十厘米至数

百米
，
成份上类似外小行星带天体和巨行星的外层

不规则卫星
，
主要是含有复杂的碳化合物的硅酸盐

水合物� 另一类是像冰冻团块模型里那样的冰粒和

尘粒的混合物
，
它们像水泥似地把砾石胶结在一起

，

形成了彗核整依
按照冰石胶结模型

，

在彗核刚形成时
，
那些位

于最大的砾石上方的区域
，
冰尘混合物可能只有几

米厚
。

当彗星多次通过太阳附近以后
，
这些区域就

耗尽了其中易挥发的冰粒
，
只剩下也许仅几匣米厚

的尘粒沉积层
。

新模型称这些区域为
“
尘埃板块，’�

它们是彗核上的非活动区
�

在尘埃板块之间
，
是较

小的砾石和冰尘混合物
，
它们可以深达��米至 ���

米
，

新模型称之为
“
宏隙

”
�����������〔而 �������

模型称之为
“
微隙

，，
�����������〕。

当彗星通过太阳

附近时
，
一群宏隙随着彗核的转动转到朝向太阳的

一侧
，
宏隙中的冰粒升华为气体

，

形成喷流活动
。

由于宏隙很深
，
它们的这种活动性可以在��至 ���

次回归中依然保持着
�

一旦某一砾石周围的冰尘混

合物中的冰全部升华
，
该砾石就摆脱了胶结状态

，

从彗核中分离出来
，

形成彗星分裂现象
�

显然
，
这一过程相对于彗星轨道参数和日心距

是随机的
，
且能说明为什么更多的分离出去的砾石

与主核相比是很小的
，
为什么它们以相当低的速度

分开
，
约在���天后就不见了

�

同时
，
把

“
耀亮

”
����

�

�����活动解释为新露出的���卯�� 冰尘暴露在阳光

下而造成的
。

�������和��
����认为彗星爆发����������有

一部分可能是小得多的砾石离开主核而造成的
�

新模型与���
�

��
���等人提出的模型�几����

�

���� �������在解释冰冻彗核分裂时的主要区别在于

新模型认为彗核分裂是彗核构造上的自然结果� 而

��������� 等人的模型必须借助
“
粘合很弱的冰 冻

团块
”

存在
，

且需要有一股热流沿这类冰冻团块与彗

核表面之间传播
，
才能使它们与主核分离

。

由宇宙飞船拍摄的哈雷彗星彗核的最新照片可

见
，
哈雷彗星的彗核完全不呈球形�大小约为�

�

��

�
�

����公里勺
，

而其表面有���米左右的高度变化
，

哈雷彗星彗核表面的反照率相当一致
，
约为百分之

几
�

根据这些观测结果
，

�������和��
����提出了

冰石胶结模型
�

这一模型能对上述观测结果很自然

地作出解秩 彗核的整体形状及其表面的高度变化

直接起因于彗核物质本身的引力相当小
，
以及砾石

构成的框架
。

彗核表面反照率低且一致
，
是因为有

一层几乎不含冰的均匀疏松的尘埃覆盖物
，
这层覆

盖物是表层的冰粒挥发后留下来的
�

关于冰石胶结彗核的形成
，

������
�和 ������

认为
，
在太阳系演化早期

，
大的多孔砾石首先在后

来形成木星的区域中聚成团块
�

由于正在形成中的

木星和土星的影响
，
这些团块大量地散布到后来形

成天王星和海王星的区域中
�

而在这一区域中
，

原

始物质流的团块化十分缓慢
�

当从木星区域来的砾

石团块进入这一区域时
，
这一区域内的冰和尘埃依

然只是微粒状态
�

砾石和微粒相遇
，
就形成了冰石

胶结的彗核
�

这些彗核后来被正在形成中的天王星

和海王星排斥到了奥尔特云中
�

王家骥 据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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