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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 199 5 年至 2 0 0 1 年 《 N at ur
e 》 和 《 cS le cn

e 》 上发表的天文学论文的统计表明
,

行星天

文学领域的论文数量明显超过天文学的其它分支学科
,

占天文学总论文数的 1 / 3 左右
.

从这个角

度来看
,

行星天文学是天文学最活跃和重要的分支学科之一 对这些论文具体内容的分析可以给出

当前行星天文学领域的若千热点问题
.

相比之下
,

我国对这一重要领域的关注和投入还远远不够
.

关 钮 词 行星天文学 一 论文 一 热点

分 类 号 P 1 8 5

1 引 言

行星天文学研究除太阳以外的太阳系天体
,

并 已扩展到研究整个宇宙的行星系统
.

它以空

间探测及长期观测为基础
,

依赖于大量的观测资料以及对这些资料的综合分析
.

国际上绝大多

数这方面的成果都直接与空间探测项 目紧密相连
。

20 世纪 90 年代后半期
,

随着大量空间探

测计划的顺利实施
,

以及不断加强的各波段 的全面观测
,

使天文学家对行星
、

小行星
、

彗星和

太阳系外行星系统等方面有了进一步 的认识
。

以 7 年 《 N at ur e 》 和 《 sc le n ce 》 中所发表 的天文学论文为样本
,

统计得出行星天

文学的论文数量明显超过天文学其它分支学科
,

从而表 明行星天文学的研究非常活跃
.

限于篇

幅
,

这里罗列了行星天文学现阶段研究的一些热点
。

2 行星天文学的论文数量

在各种 国际天文学期刊中
,

有关行星天文学 的论文数量是相 当可观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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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发表在 《 N ta ru e 》 和 《 sc ie nc
e 》 上的学术论文的平均引用率较高

,

因此
,

可以认

为这些论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各分支学科的前沿和重点研究 内容
.

图 1 是 1 9 95 年 1 月 、 20 01 年 12 月某些天文学分支学科在 《 N at ur e 》 上发表的论文数

直方图
,

具体情况如表 1
。

表 1 某些天文学分支学科在 《 N at u r e 》 上发表的论文教统计表

( 1 9 9 5
一

0 1
一

0 5 、 2 0 0 1
一

1 2
一

2 0 )

1 9 9 5 年 1 9 9 6 年 1 9 9 7 年 1 9 9 8 年 1 9 9 9 年 2 0 0 0 年 2 0 0 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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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支学科名称

月球

流星
、

小行星及其碰撞

行星及其卫星

彗星与行星 际气体

太阳系起源及演化

冥外天体及物质

宇宙中的生命

太阳系外行星系统

1 1

2 6

4 4

5 771占

1033274n
ù
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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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31太阳物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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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恒星及其演化
、

双星

恒星 际气体

星 团及星云

超新星
、

中子星与脉冲星

黑洞

2267
,上
722

11
482 0205 410114102701143银河系

星系结构及演化

活动星系核及类星体

星系团及星系间物质

宇宙结构及演化 5 4

1266412

1 9 4

4 4

1 3 4

1 3 7

5 4

18425793 61014827415159381425239366131843542537行星天文学

太阳物理学

恒星天文学

星系及星系团

宇宙学 1 2

31921236

天文学 (论文总数 )

行星天文学 (所占比例 )

9 0

3 4 %

1 1 3

3 1%

7 7

4 7 %

1 0 9

3 5 %

7 0

3 9 %

4 4

2 0 %

6 0

3 0 %

5 6 3

34 %

另外
,

随机抽取 了 1 9 80 年和 19 90 年的 《 N at ul e 》 杂志
,

其中行星天文学 的论文数分别

占全年天文学总论文数的 40 % 和 38 %
。

这表明
,

行星天文学一直是天文学领域中一个非常重

要的分支学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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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地
,

对 1 99 5、 2 0 01 年 《 cS le cn
e 》 杂志上发表 的天文学论文进行统计

,

也得到了相同

的结果
.

表 2 给出了 7 年 《 sc le cn
e 》 中行星天文学论文数的统计情况

.

5000500050

行星天文学
1 9 4

太阳物理学

4 4

恒星天文学

13 4

星系及星系团

1 3 7

宇宙学

5 4

图 1 某些天文学分支学科在 《 N at ur e 》 上发表的论文数直方图 ( 19 9孚 0 1
一

05 、 20 0 1
一

12
一

20)

表 2 《 S ic e n c e 》 杂志中行里天文学论文数统计表

( 1 9 9 5
·
0 1

·
0 6、 20 0 1

·
1 2

一

0 7 )

分支学科名称

月球

流星
、

小行星及其碰摘

行星及其卫星

彗星与行星际气体

太阳系起源及演化

冥外天体及物质

宇宙中的生命

太阳系外行星系统

1 9 9 5 年 19 9 6 年 19 9 7 年 1 9 9 8 年 1 9 9 9 年 2 0 0 0 年 2 0 0 1 年

34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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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星天文学

其它分支学科

天文学 (论文总数 )

行星天文学 (所占比例 )

1 5 3

2 1 %

1 7 2

3 6 %

2 0 0

4 8 %

2 3 5

3 4 %

2 4 7

3 5%

2 5 0

3 0 %

2 0 3

3 2 %

1 4 6 0

3 4 %

3 行星天文学若干热点问题

限于篇幅
,

这里不可能对行星天文学发展的前沿领域进行详细的介绍
,

因此仅以 《 N a -

ut er 》 上发表的行星天文学论文为主线
,

给出近年来行星天文学领域中的几个研究热点
.

( l) 木星及其大气
、

木星的伽利略卫星 【1一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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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木星本身的研究现在主要集中在它的大气和磁场方面
.

此外
,

对木星 的几个大行星上

是否存在液态水的研究也十分热门
,

并已得到了很多有意义的结果
。

( 2 ) 巨行星的形成和普遍性质 阵、 刘

目前 巨行星的起源有两种理论
,

一种是起源于气体盘中的引力不稳定性
; 另一种是先形

成大约 10 个地球质量的固体核
,

然后不断吸收星际气体以致形成巨行星
.

但至于哪种理论是

正确的
,

至今还没有定论
.

( 3 ) 火星的大气和演化
、

火星上关于生命的探索 s[ 一 1 2 ]

火星上是否存在水
,

以及火星上是否曾经存在过与生命有关的有机物
,

是科学家们很关

注的问题
。

(4 ) 小行星的形成及其卫星 ls[
, 1司

19 99 年底
,

H o us en 等人通过数值模拟提出了小行星甚至原始行星形成 的全新理论
。

他

们认为小行星有着与形成过程中的强烈碰撞有关的松散结构
。

围绕这一问题
,

天文学家们展

开了很多研究
.

( 5 ) 近地小行星及其碰撞
、

有关生命的起源 l[ 5、 `例

这个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地球上的陨石坑 的研究
.

分析陨石坑可能的来源
、

产生的

时间和母体的性质
,

并把它们与地球生命的起源联系起来
.

(6 ) 柯伊伯带天体
、

行星际气体
、

奥尔特云及彗星 【20 “ 26 ]

对柯伊伯带中的物质的研究为研究太阳系的起源和演化提供 了重要线索
.

(7 ) 太阳系外的行星系统 【27 、 叫

太阳系外的行星系统的研究与搜索地外生命
、

揭示太 阳系的起源和演化有着十分密切 的

关系
。

4 结 束 语

近年来
,

行星天文学的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
.

随着新的空间探测计划 的实施和全波段观

测 的深入开展
,

以及愈来愈多的太阳系外行星系统的发现
,

人类很可能对太阳系的起源和演

化过程有突破性的认识
,

为探索生命的起源提供新的线索
。

行星天文学的研究也将促进其它

相关领域的发展
. “

目前
,

行星天文学的研究已经与空间科学
、

地质
、

地球物理
、

地球化学
、

大气科学
、

生命科学等学科紧密地结合起来了
.

而且对行星天文学的综合研究也带动 了这些

学科的共同发展
。

,

{a0I

事实上
,

无论从本文所试图采用的高显示度的科研成果的角度
,

还是从本文所没有涉及

的在该领域的研究人员数目和经费投入 的角度来看
,

行星天文学一直都是国际天文学界最重

要和最活跃的研究领域之一 遗憾的是
,

由于种种历史原因
,

我国在这一领域中的人员和经费

的投入
,

以及科研成果的产出方面都远远落后于天文学其它分支学科
,

这无疑给缩小我国天

文学与 国际先进水平的整体差距带来极大的不利
。

为此
,

呼吁有关方面更加关注和支持中国

的行星天文学的发展
,

并创造条件鼓励青年天文工作者从事这一重要领域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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