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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太空研究實驗室成員與 NASA 聯合發現 

⾸顆圍繞⽩矮星運⾏的完整⾏星 

由美國威斯康⾟⼤學⿆迪遜分校（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率領的國際天⽂團隊，於國際權

威學術期刊《⾃然》發表⼀份重要研究報告，表述了⼀顆完整⾏星圍繞着⼩⽩矮星運⾏的發現，這

顆⾏星有可能是⾸顆靠近⽩矮星運⾏⽽沒有被摧毀的特殊案例。研究報告的共同作者包括⾹港⼤學

（港⼤）太空研究實驗室（Laboratory for Space Research LSR）成員及美國 Raemor Vista 觀測站科

研⼈員 Thomas G. KAYE，和美國太空總署（NASA）的研究⼈員。 

該⾏星名為 WD 1856 b，⼤約比⼩⽩矮星⼤ 7 倍以上，其軌道週期僅 34 ⼩時。它圍繞着運⾏的⽩矮

星是⼀顆跟太陽同類星體的⾼密度殘留物，僅比地球⼤ 40％。港⼤太空研究實驗室成員 Kaye 說：

「WD 1856 b 是⼀顆不應該在那裏出現的⾏星。」Kaye 同時是位於美國亞利桑那州南部 Raemor 

Vista 觀測站的主管，他續說：「當觀測站初次錄得這發現時，我們震驚不已，因為這顆⾏星很暗，

幾乎只有原來亮度的⼀半，卻竟然在幾分鐘後重新恢復了亮度。」 

在⽩矮星的演化過程中，它們在巨星階段會膨脹至原來體積的很多倍，然後萎縮至⽩矮星恆定階

段。這意味著這顆⽩矮星曾經膨脹至非常⼤，⽽在過程中理應完全吞沒並摧毀了其內太陽系中的所

有⾏星。事實上，WD 1856 b 比這顆⽩矮星⼤得多，理應早已被摧毀，卻圍繞着⽩矮星運⾏，因此

唯⼀的解釋是，它是從⼀個非常遙遠的安全軌道遷移過來。Kaye 說：「這顆⾏星到底是如何靠近已

進入紅巨星階段的恆星，至今仍然是⼀個謎。」 

當 WD 1856 b ⾸次被發現時，全球以至位於太空的觀測站都應邀協助確認發現的真確性。由美國太

空總署發射的史匹哲太空望遠鏡，被要求協助確認圍繞⽩矮星運⾏的，不是⼀顆暗淡星體⽽是⼀顆

⾏星。世界上最⼤的望遠鏡之⼀，位於西班牙直徑 10.4 ⽶的加那利⼤型望遠鏡，在⾼辨析度的觀察

下，確認了 Raemor Vista 觀測站的發現，確認了這顆⾏星。 

⾏星可以從外太陽系向內遷移的說法⼀直存在，今次發現證實了這個說法。天⽂學家從⽽可以開展

對其他⽩矮星的探索以尋找這些倖存的遷徙星體。港⼤地球科學系助理教授（研究）、地球及⾏星

科學部古脊椎動物實驗室的⽂嘉棋博⼠說：「Tom 和 Raemor Vista 觀測站在來季將會觀測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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矮星，我們⼗分期待他們有所發現。」⽂嘉棋博⼠跟 Kaye 同是 LSR 的主要成員，他們計劃把最近

合作研發的『激光盜龍』⾃動無⼈機系統，應⽤在太空研究上（請參閱補充資料）。 

港⼤太空研究實驗室（LSR）總監 Quentin Parker 教授說：「太空研究實驗室只有幾位外部成員，與

我們有著相同的理念，他們定期到港⼤合作開展多個研究項⽬，彼此保持緊密聯繫。這份⾸次確認

⾏星圍繞⽩矮星運⾏的重要研究報告，Kaye 在其中貢獻良多，我們感到非常驕傲，尤其是他對尋真

的渴望，更是與我們的⽬標⼀致。」 

⽂章連結：https://www.nature.com  

相⽚下載：https://www.scifac.hku.hk/press 

 

圖⼀：Thomas G Kaye 拍於美國亞利桑那州東南部的 Raemor Vista 觀測站旁。該望遠鏡為新發現的

天⽂物體提供快速響應的光學追踪，⽬前已升級至 1.1 ⽶。圖⽚提供：Thomas G Ka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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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畫家印象中，可⾒⽩矮星 WD 1856（體型較⼩的⼀顆）周圍的近軌道上有⼀顆體型較⼤的⾏

星 WD 1856 b 運⾏。圖⽚來源：Vanderburg 等， 2020 年。 

 

補充資料：有關港⼤太空研究實驗室成員 Thomas G.  KAYE 的另⼀研究，可瀏覽以下新聞稿：港⼤

偕研究夥伴研發「激光盜龍」⾃動無⼈機系統利⽤激光掃射在野外尋找化⽯、礦物和⽣物 」（2020

年 6 ⽉）：https://hku.hk/press/news_detail_21067.html  

 

傳媒如有查詢，請聯絡港⼤理學院外務主任杜之樺（電話: 3917 4948 ; 電郵: caseyto@hku.hk）/理學院

助理傳訊總監陳詩迪（電話: 3917 5286︔電郵: cindycst@hku.hk 或⾹港⼤學太空研究實驗室成員

Thomas G. Kaye (電郵: tom@tomkay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