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彗星傳奇彗星傳奇
陳文屏

中央大學天文所、物理系

2004.05.29 NCU
長沙馬王堆出土西漢
帛畫中的彗星圖Thomas Nast, cartoon - "The Comet 

of Chinese Labor" (1870)

放眼望去，一半是天！

天地輪遞，一半是夜！

NGC 6823/6820 
taken by BATC 
Schmidt

http://www.allthesky.com/constellations /orion/mainm.html
獵戶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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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氣收縮、中央溫度升高、點燃核反應→太陽

雲氣縮成扁盤狀、盤中灰塵凝集→小行星
ü繼續凝集→行星

※旁邊扁盤中的灰塵凝集→衛星
※不成形的→外行星的環

ü不成形→留在原地，例如小行星帶
→被拋到遠方→歐特雲中的彗星核

不小心進入太陽系內圍 →彗星

太陽系中的各式天體太陽系中的各式天體

那，剩下的東西呢？

太空中充滿了大大小小的碎渣

到處遊走

太空處處「槍林彈雨」

月球表面有大量
撞擊的痕跡 Gaspa小行星的表面也有

很多撞擊的證據
木星也曾被撞得鼻

青臉腫

槍林彈雨的太空槍林彈雨的太空
• 剩下的大小碎渣在太空中遊走，
四處亂撞，地球也不倖免

• 萬一撞到了‧‧‧
如沙粒般的碎渣掉入大氣→流星
地球撞向彗星留在軌道上的殘渣→流星雨
大一點的如小石，燃燒剩餘部分落到地面→隕石

• 再大一點的呢？

恐龍怎麼滅種的？

6500萬年前的撞擊！

Yucatan 半島Chicxulub村

彗星撞太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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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匹哲太空望遠鏡在 CoKu Tau 4 周圍
發現可能年齡只有百萬年的年輕行星

248 年10,000 年軌道週期

平均溫度

距離太陽

大小

天體名稱

~ -180oC-240oC

~30-50 AU86 AU

~2300 km< 1770 km
Pluto 冥王星Sedna  賽德娜

天上星星數不盡、只有暗夜看得清天上星星數不盡、只有暗夜看得清天上星星數不盡、只有暗夜看得清

LELIS

TAOS

LOT

SLT

LULIN OBSERVATORY

C/2001 Q4

攝於鹿林天文台 2004/05/12 12:30 (UT)
C/2001Q4 ST-8E CCD+SIGMA 300mm 60 s

彗髮 106 km

彗尾 108 km

彗核 10 km

人造衛星
恆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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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lysses encounters 
Comet Hyakutake

（上）太陽磁場因自轉大致呈
螺旋狀分佈﹔（下）太陽風及
磁場與彗星交互作用，磁場繞
著彗星彎曲，離子順著磁力線
運動在「下風」處形成離子尾

彗尾永遠背向太陽

被拋出的塵埃與彗星一樣，受到
太陽引力牽引而繞太陽公轉

地球

太陽

黃道

黃道面

行星繞行太陽的軌道幾乎呈圓形，且幾乎位於同平面
上（黃道面），但有些彗星的軌道卻狹長而歪斜

流星與彗星塵

• Comet Biela──上世紀最有名的彗星之
一，發現於 1826年，週期 6.8 年

• 1846 分裂為二；1852 年兩顆碎塊都出現
了，相隔2百萬公里

• 從此就不見了 …
• 但1872年當地球通過
該彗星軌道

è流星雨！

離子尾太陽風造成；氣體發光；直線；藍色

塵埃尾輻射壓造成；灰塵反光；彎曲；昏黃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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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ar –Earth Asteroid Tracking 
(NEAT)

• 兩座1.2公尺口徑望遠鏡搜尋「近地小行星」

Lincoln Near Earth Asteroid 
Research  (LINEAR)

Space Guard in Japan

Space Watch (USA, Arizona)

+近地小行星 o主帶小行星 □彗星

Comet Ikeya-Zhang

彗星的命名

發現者：人（例如百武）、
研究計畫（例如 NEAT)

C/2002 C1

一旦確定為新
發現，即刻以
年月命名
A=Jan 1/2 
B=Jan 2/2

C=彗星 A＝小行星
P＝週期彗星
回歸超過一次排序

例如：1P/Halley; 2P/Encke; Comet Hale-Bopp=C/1995 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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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HC Lin 林宏欽 at Lulin Observatory, 2004-05-07

C/2001 Q4 (NEAT)
By HC Lin 林宏欽

2004-05-10
ST-8E CCD+SIGMA 
300mm F2.8->F4 

R-band 60sec

6幅合成+MaxIm-DL 
Digital Development 
processing

C/2001 Q4

By ZY Lin 林忠義 with LOT+PI 1300B R-band 10 s, 2004-05-04

結論
• 太陽系源於星際雲氣與塵埃
• 旋轉又收縮的盤狀雲氣中央形成太陽
• 盤狀雲氣中的彗星（冰體）與小行星（岩石體）
等小天體，彼此凝聚形成成行星與衛星

• 小天體轟擊對早期行星演化有重大影響
• 目前這些小天體仍不斷與地球相撞
• 是建構太陽系天體的基本「磚塊」，包含了最原
始的物質，保留了太陽系形成與早期演化歷史

• 未來最具挑戰的太空任務就是探訪這些小傢伙
Deep Impact, Rosetta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