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昆明分院拟提名申报2020年度云南省 

科学技术奖励项目（云南天文台）相关信息公告 

根据《云南省科技厅关于 2020 年度云南省科学技术奖提名工作

的通知》要求，现将中科院昆明分院拟提名云南天文台申报 2020 年

度云南省科学技术奖励项目的相关信息在昆明分院网页予以公告。自

公告之日起 7 天内，若对申报项目有异议，请以书面形式向昆明分院

科技与教育处提出。若无异议，将按相关程序申报云南省科学技术奖。 

自然科学奖提名项目（1 项）公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Ia型超新星前身星研究 

主要完成人（完成单位）：王博 （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刘栋

栋（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陈雪飞（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 

提名单位：中国科学院昆明分院 

提名奖种：自然科学奖 

二、提名意见 

Ia型超新星是宇宙学距离指示器，通过Ia型超新星测距，科学家

发现宇宙在加速膨胀，从而推论出暗能量的存在。然而，人们并不清

楚Ia型超新星的前身星是什么，这将直接影响Ia型超新星的测距精度

并阻碍精确宇宙学的发展。该项目在Ia型超新星前身星方面开展了一

系列研究，取得如下成果：（1）发展和完善了Ia型超新星的氦双星

模型，预言了超高速氦星的存在。欧洲南方天文台S. Geier博士领导

的小组经过6年的努力，利用10米级Keck等国际上的大型望远镜证实

了超高速氦星的存在；（2）建立了两类特殊的（超亮及亚亮）Ia型

超新星前身星模型，揭示了单个低质量氦白矮星的起源之谜；(3)建



立了吸积驱动的白矮星演化模型，对吸积白矮星的质量增长过程进行

了系统性研究，第一次从恒星演化角度给出了Ia型超新星爆发的关键

物理条件。 

该项目8篇代表性论文受到SCI总引用549篇次，其中他引358篇次。

研究成果被最具权威的《天文与天体物理年评》、《Nature》及《Science》

等30余篇权威期刊评述及引用，并被写入德国Springer出版社出版的

《超新星手册》等5部专著。项目组在Ia型超新星方面的工作在国际

上被称为“The Yunnan Group”，研究成果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原

创性突出，获得国内外同行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评价，并对观测验证起

到了指导作用。同意提名云南省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三、项目简介 

该项目属于天体物理学研究领域，主要研究Ia型超新星的前身星。

Ia型超新星是宇宙学距离指示器，通过Ia型超新星测距，科学家发现

宇宙在加速膨胀，从而推论出暗能量的存在。然而，人们并不清楚Ia

型超新星的前身星是什么，这将直接影响Ia型超新星的测距精度并阻

碍精确宇宙学的发展。该项目在此背景下开展，主要科学发现如下： 

(1) 发展和完善了Ia型超新星的氦双星模型。为了解决约占总数

30%-50%的年轻Ia型超新星如何形成的难题，我们在2009年提出并建

立了Ia型超新星的氦双星模型，该模型在国际上引起巨大反响，被广

泛应用于超新星爆炸模型研究。本项目在此基础上发展和完善了Ia型

超新星的氦双星模型，预言了超高速氦星的存在。欧洲南方天文台S. 

Geier博士领导的小组经过6年的努力，利用10米级Keck等国际上的大

型望远镜证实了超高速氦星的存在。 

(2) 建立了两类特殊的（超亮及亚亮）Ia型超新星的前身星模型，

揭示了单个低质量氦白矮星的起源之谜，受到国际同行的广泛关注和

高度评价。 



(3) 建立了吸积驱动的白矮星演化模型。白矮星吸积物质是Ia型

超新星爆发之前最关键的物理过程。项目对吸积白矮星的质量增长过

程进行了系统性研究，第一次从恒星演化角度给出了Ia型超新星爆发

的关键物理条件。这些结果已成为国际同行进一步研究的基础。 

该项目8篇代表性论文（影响因子累计48.998）受到SCI总引用549

篇次，其中他引358篇次。20篇核心论文（影响因子累计120.781）均

在国际SCI期刊上发表，其中在国际著名天文期刊（ApJ、MNRAS和

A&A）上发表论文19篇，在New Astronomy Reviews上发表论文1篇。

被最具权威的《天文与天体物理年评》、《Nature》及《Science》等

30余篇权威期刊评述及引用。项目成果作为主要组成部分入选2009

年度中国十大天文进展、2010年度中国科学院年度报告及重大成果快

报，并被选入《十二五国家基金资助项目优秀成果选编》（天文类共

4项）。项目组在Ia型超新星方面的工作在国际上被称为“The Yunnan 

Group”，研究成果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及引用，被写入德国

Springer出版社出版的《超新星手册》等5部专著。项目组成员多次在

国内外学术会议上做口头报告或特邀报告。该项目受到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优秀青年基金、中国科学院西部之光重点项目以及云南省基础研

究计划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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