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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中子星具有超高密度、超强磁场等极端物理属

性，是检验基本物理规律极佳的天然实验室。然而，人们迄

今对于中子星自身基本属性的认识还是相对模糊的。例如，

双中子星合并的直接产物除了黑洞之外是否还可能是中子

星？有理论预言，如果中子星内部压强随着核密度变大而显

著增加，则双中子星合并可以产生大质量毫秒快转的极强磁

场中子星——磁星，但这一预言多年来从未被观测所证实。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薛永泉教授课题组领衔发现了首例双中子

星合并形成的磁星所驱动的X射线暂现源——其辐射仅持续

约 7小时，证实了之前的理论预言，表明了双中子星合并直

接产物可以是大质量毫秒磁星，有力约束了中子星物态方程

与极强磁场等基本物理，排除了一批核物质模型，深化了对

中子星基本属性的认识，并为未来双中子星合并与中子星属

性的研究指明了一个新的方向。该成果于4月10日在线发表

在国际权威期刊Nature上。(图片提供：王国燕、何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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