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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士主要研究工作成果簡述

文字簡述

恆星（包含太陽）系統是星系裡的分子雲因重力塌縮而形成。但因分子
雲帶有角動量和磁場，導致形成過程偏離球狀對稱，變成複雜而難以定
論。近期，我利用阿塔卡瑪大型毫米及次毫米波陣列 (ALMA)，來觀測
及研究恆星系統及有機分子的形成，並藉此瞭解我們太陽系的形成及生
命的起源。此陣列是最大的地面望遠鏡，擁有前所未有的高解晰度及高
靈敏度。我的主要成果如下：

1）我們首度解晰了年輕恆星形成系統內的吸積盤，研究其初始結構及
形成過程，並其如何餵食中央的恆星寶寶。2）吸積盤部份物質也會由
兩極噴出，形成噴流。我們首度偵測到噴流的轉動及磁化，驗證了磁離
心力噴流發射理論，顯示吸積盤藉著噴流帶走盤內物質的角動量，使盤
內物質得以餵食中央的恆星寶寶。3）吸積盤晚期會演化成行星系統。
我們研究吸積盤內塵埃顆粒如何沈積及成長，為行星形成初期提供重要
的起始環境。4）我們也首次偵測到吸積盤內的有機分子，研究其形成
及與生命起源的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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