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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学家利用LAMOST发现银河系新的恒星流  

如果将我们的银河系看成是辽阔的海洋，LAMOST 就宛如遨游其中的“巨艇”，天文学家借

助它的威力不断地寻找着各种不同类型天体。近日，借助 LAMOST银河系巡天恒星光谱数据，上

海天文台的 John Vickers博士和 Martin Smith 研究员领导的研究小组发现了一个前所未知的

恒星流，他们表示该恒星流很可能是恒星星团被破坏后的残骸。该工作已发表在国际知名期刊

《天体物理杂志快报》上。“恒星流”是指当小星系靠近巨星系，在强大的引力潮汐作用下，

逐渐扭曲、瓦解，并被拉成纤细而壮观的星流。 

 

 

 

 

 

 

 

 

    

 

通过深入分析 LAMOST大数据，上海天文台马丁·史密斯研究员领导的研究小组发现，在距

离太阳约 9400光年的天龙座天区附近，有一小群恒星的运动方向与同一区域其他恒星的运动方

向相反。该恒星流中含有几十万颗恒星，研究小组对其中的 11.3万颗恒星展开了深入研究。 

通过深入分析这群恒星在温度—亮度空间内的分布，天文学家发现这些恒星年龄相似，几

乎诞生于同一时刻。这群恒星的金属丰度较高，且大部分彼此聚集在一起，距离银河系盘面约

4000 光年，很可能属于一个球状星团。最新发现的“恒星流”就是该球状星团被“蚕食”破坏

后留下的残骸。 

“星团”是一群被引力作用束缚在一起的恒星，其成员星的空间密度显著高于周围的星场。

银河系内的星团分为“疏散星团”和“球状星团”两种类型。“球状星团”是银河系中最为古

老的天体之一，对它的年龄和金属丰度进行测定，可以为研究银河系早期的恒星形成和演化过

程提供重要的线索。截至目前，天文学家共在银河系发现了近 50个恒星流，基本上源于矮星系

或球状星团。 

  

LAMOST 

 

左图中红点指

此次发现的奇

特恒星流。位

于天龙座天区

内。 



 

“新的恒星流的发现，再一次证明了银河系是很‘暴力’的，不过这在宇宙中屡见不鲜。

因为宇宙‘暴力事件’的背后是星际间的引力潮汐作用。这种引力潮汐作用对地球也有影响，

比如地球上海洋的潮起潮落。”该项研究的作者约翰·威克斯博士说。 

马丁·史密斯研究员认为，正是通过对更小系统的吸积和破坏，我们的银河系才得以成长。

因此对银河系恒星流的深入研究，能帮助人们探知更多有关星系演化的秘密；对大量恒星流轨

道的分析，还可以为银河系的质量分布提供精确的约束。 

北京大学科维理天文与天体物理研究所何锐思研究员认为，在银河系早期形成的大质量星

团，可能会经受星系的潮汐引力“撕扯”，预计银晕中很多恒星都属于某些“撕扯”形成的恒

星流。这次新发现的恒星流是一个球状星团被破坏后的“残骸”，观测结果与银河系内大质量

球状星团演化的理论预测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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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LAMOST 银河系研究”2015 年度学术交流会召开  

2016 年 2 月 25-26 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LAMOST银河系研究”2015年度学

术交流会在湖南邵阳召开。中国科学院基础科学局副局长黄敏、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数理学部

天文处刘强副研究员等领导以及重大项目各课题负责人及成员共计 40余人参加了此次会议。会

上，项目负责人赵刚研究员对项目过去一年的整体进展和下一步工作要点进行了介绍，同时作

为课题一“银晕的演化与暗物质分布”负责人，与课题二“星系演化与银河系核区的动力学”

负责人王杰研究员、课题三“银河系恒星形成过程”负责人高煜研究员及课题四“银河系特殊

恒星的搜寻”负责人韩占文研究员先后就各课题 2015 年度取得的整体研究进展进行了汇报。随

后，各课题成员以口头报告与自由讨论相结合的形式对 2015年度利用 LAMOST 数据取得的研究

成果等研究亮点工作进行了具体介绍与广泛交流。 

                                                  

“LAMOST银河系研究”2015年度学术交流会 

“LAMOST银河系研究”2015年学术交流会的顺利召开为项目整体进行了阶段性总结，有效

地推动了各课题科研工作的稳步开展，并加强了课题间的交流与合作。 

 

 

 

 

 

 



      

 

               

                     奉献彰显岗位责任  真情点亮万家灯火 

—                                 ——谨此献给春节期间坚守观测岗位的 LAMOST值班人员 

羊年一去春风送暖，猴岁乍来喜气添浓。2015 年的春节又在大家的期盼和祝福中华丽登

场，  在这辞旧迎新之际，佳节迎春之时，合家团圆是每个人最大的心愿。然而却有这样一批工

作人员在除夕之夜仍兢兢业业坚守在 LAMOST兴隆基地第一线，确保 LAMOST 的顺利运行，他们

以这种独特的方式迎接着新年的到来。 

2016年 2月 7日的下午，除夕的步履越来越近，当我们与家人团圆欢聚一堂述说着依依亲

情之时， LAMOST值班人员与往常一样在观测控制室已经开始了观测前的准备工作。星空灿烂的

夜晚，让值班人员格外的开心，这预示着除夕之夜又将是一个满载而归的不眠夜。在天文值班

张伟、技术值班姜方华的带领下，各个子系统硬件自检，软件自检，拍摄天光、灯谱，一切都

有条不紊的进行着；当我们在暖意融融的室内收看着精彩的春晚节目时，奋斗在兴隆一线的工

作人员已经摩拳擦掌，迎接着第一个观测任务的到来，工作的热情让他们忘却了室外十几度的

严寒，忘却了这是个普天同庆的除夕夜。 

 

 

 

 

 

 

 

 

 

当晚 18:30顺利开始了第一个天区的拍摄，每一位值班人员各司其职，敏锐的处理各种状

况的出现，欣慰的收获着一个又一个天区的光谱数据。就这样，他们与望远镜连夜并肩作战，

度过了这样一个特殊的除夕不眠夜。在大家全力以赴的共同努力下，这一年的除夕夜共观测了 7

个天区，获取了 18,770条光谱。是他们，用奉献彰显了岗位的责任，又是他们，用真情点亮了

万家灯火。 

正是春节期间值班人员的无私奉献才使得 LAMOST 望远镜在九州团圆的日子里依然奋力前

行，斩获了一个又一个的重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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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年初一早上值班人员通宵后在食堂吃饺子 

 

除夕夜的值班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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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测运行部工作情况 

2 月，LAMOST 共观测个 118 天区。理

论观测时间为 290 小时，实际观测时间为

191.5 小时（其中测试时间 49 小时），占理论

观测时间的 66.0%。受兴隆观测站天气原因*

影响，共 93 小时未能观测，占理论观测时间

的 32.1%。 

本月，望远镜仪器故障时间为 5.5 小时。 

(天气原因*：包括雨雪、大风、阴天、

沙尘、多云等) 

科学巡天部工作情况 

 按计划完成 2 月份观测数据的 2D 软件程

序处理； 

 进行了光纤定位的实验，并对部分光纤参

数进行了修改，以提升光纤效率； 

 完成正式巡天日常观测计划的制定；2 月

份的实际观测计划执行情况如下：M：26

个，B：28 个，V：64 个，共计 118 个； 

（V 为 9m-14m较亮天区；B 为 14m-16.8m亮天

区；M 代表 16.8m-17.8m天区。） 

 

数据处理部工作情况 

 按计划完成 2 月份观测数据的 1D 软件程序

处理及分析任务； 

 为第四年正式巡天第二批数据（DR4 q2）的

国内发布做准备； 

 跟踪 LAMOST 用户使用数据情况和数据发

布网站的使用情况，解决用户反馈的问题。 

技术维护与发展部工作情况 

    例行主动光学、机架跟踪电控自检和日常 

维护；MA、MB 子镜干冰清洗反射率测试，MA 

子镜水洗试验及镜缝防漏处理。焦面像场旋转 

程序调试。 

完成光谱仪日常液氮灌注及维护、光谱仪 

像质调整。MA 圆顶、焦面门电控检查维护； 

 MA 镜罩维护；执行 2016 年运行预算合同调研 

研和申请；配合现场观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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