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截止到2012年七月，800余个围绕遥远恒星旋转的地外行星已被人类找到。在这些行星之中，绝大多
数都是我们口中的“热木星”。它们都是体积庞大充满气体的行星，而且和自己的母星距离非常近。你
压根不会愿意飞到这个星系里，在任何一个这样的行星中安家，因为它们表面的温度可以飙升至一千
度呢！

不过别失望，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搜寻外星生命以及寻找异域度假胜地之旅就要就此打住了！我们之所
以能找到这些又大又烫的外星世界是因为它们很好发现——至少比它们那些体积小一些的由石头做的
兄弟姐妹容易。

太阳系外的行星被统称为“系外行星”，很难用镜头捕捉——这就像要拍一座远方灯塔里面的萤火虫发
出的微弱光亮一样。所以天文学家们想了一堆奇思妙想来在看不清它们的前提下还能探测到模糊的行
星。但是现在日本的天文学家们成功拍摄到了一个新的行星，目前为止直接用相机拍摄到的质量最轻
的行星！它体积上大概是木星的三倍大小，木星是太阳系里体积最大的行星呢。

这个新世界离它母星的距离比冥王星离太阳的距离还要远。这意味着无论我们用任何仪器都探测不
到它的踪影，毕竟使用仪器的必要条件是该行星至少要围绕其寄主星旋转一次。就算这颗恒星离它
母星的距离和我们离太阳的距离一样远，这也够我们等的了，更别说是冥王星离太阳那么远了！只
有直截了当地拍张照片才能发现离恒星这么远的行星呀！

如果我们能够到这个巨大的行星上旅行的话，我们看到的光都来自该星球形成之初
所得到的热量。光是品红色的，就像深色樱花一样。

这终究是一个小小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