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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外天文卫星的部分结果

关英荷联合研制和发射的红外天文卫星 ����
�

�� 于 �令年� 月 ��日停止了工作
。

在十个月中它取

得了数量巨大的资料
，
至今仅仔细审查了百分之 几

的天区的资料
，
目前的大部分结果也仅 来自百分之

一的天区
。

一木��多万个红外源的红外星表已定于

介匀几夏 醉问世
。

根据目前的初步处理
，
����已获得下述一 些

新发现
。

一
、

彗星

����发现了四颗新彗星和一颗重返 彗星
。

重

返彗毕�����
一�����一������

，

即 ������ 是去年 �

月初发现
，

这颗彗星是 ����年以来离地球最 近 的

一个 ��� ��
�

英里�
。

四颗新彗星 ������
、
����了

、

�����酥��������是去年 ��月初发现
，
发现时仅为��

等
，

这已在地面检测极限之外
。

这些发现表明太阳

系内仃大量的微弱彗星
，
其数量远超过人们原先所

估计的
。

另外
，
����发现这些彗星有大量的尘埃

。

尘埃

彗尾比可见光中见到的彗尾宽
，
也长得多

。

如 �����
，

彗尾延伸达��万公里以上
，
并占了彗星可见质量的

大部分
�

还有一个有趣的发现是看到 了彗 星 ������ �

有一条极狭长的彗尾
，
长达�� �护英里

。

这颗彗星

以前峨然已出现过 �� 次
，
但从未在光学波段上见 到

彗尾
。

由此导出这样一个假设
�

在多次与太阳相遇

后
，

彗星的可见物质已被逐尽
，
但仍有一个尘埃彗

尾
， 一

可在红外波段见到它
。

二
、

小行星 ������

去年 �� 月 � 日
，
����发现了一个奇特 的天

体
，
即小行星 ������

，

它的轨道类似阿波 罗 小 行

星
，

其近日点距离是已知小行星中最小的 �离太 阳

表面�
�

�� ���
，
公里

，
即水星平均距离的����

�

最有趣

的是它的轨道要素和双子座流星雨的 轨 道 完 全一

致
。

可能������不是小行星而是颗残余的彗核
。

这

样与其它流星雨一样
，
双子座流星雨也与一个彗星

联系起来
。

三
、

太阳系尘埃环

黄道面内存在大量的尘埃是早知的事实
，
黄道

光便是它们对太阳光的反射
。

但令人不解的是 尘埃

为什么会在那里存在
。

因为尘埃吸收太阳能和再辐

射会使它们向太阳方向慢慢地螺旋式运动
，
只要几

万年时间便挥发殆尽
。

，���解开了这个谜
。

它发现了一个离太阳 �一
����

。
英里的尘埃环

，
即位于火星和木星间的小行

星带内
，

环内尘埃粒子的总质量约等于一颗直径为

�公里的小行星的质量
。

它们在一族与黄道面约成�
�

倾角的轨道上运行
，
而且大部分时间都位于离黄道

面的最大距离上
，
因此从黄道面上来看它 们

，
形似

两条带子
。

这些粒子的温度在 ���一����
。

关于这种尘埃粒子的补充问题
，

亚利桑那大学

�
�

���提出了两种解释
�一种是一个充满尘埃的 彗

星与小行星碰撞时碎成粉末
，
这种解释要求碰撞很

频繁
，
至少两次碰撞的间隙短于尘埃耗尽所需的时

间� 另一种解释是一些小行星相互碰撞成粉末
，
这

只要存在大量小行星便可发生
，
��� 本人也倾向后

一种解释
�

四
、

红外
“
卷云

”

����发现了一种很冷的尘埃 云—卷 云
，
它

们遍及银河系
，
甚至在银极方向也存在

。 ‘

已们的温

度为 ���
�

在��拜�上强度很弱
，
在 ���环�上却很强

，

这表明卷云主要由石墨粒子组成
，
它们产生于 恒星

大气
。

另外还发现卷云内物质浓度的变化
�

根据这种卷云与中性氢区的对应关系
，
表明它

们是银河系成员
，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卷云都有对应

的 � �区
。

但另一方面
，
这种卷云又可能被引力束

缚于太阳
，
据说是 �一�� 万天文单位远的奥尔特彗

星的一部分
。

现在唯一能肯定的是卷云的 距离大于

�千天文单位
�

五
、

银河尘埃

在 ����的 ���林�图上
，
发现银河系存在弥 漫

的冷尘埃
，
甚至在银极方向也存在

�

根据 ���� 的

观测
，

这种物质的数量至少与从光学研究星光散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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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得到尘埃数量一样多
。

要是 ����发现的更多更

冷的尘埃
、

或还有未探测到的物质存在的话
，
那末

便能解决或至少部分解决银河系的隐匿质量问 题
。

另一方面
，
星际卷云和银河尘埃的存在使人对

目前宇宙学中的距离尺度产生了疑问
�

最近沃库勒

评述了两种测量星系距离的方法
，
其 中一种便是基

于下述假设之上
�

在银极方向看到的天空不受星际

物质影响
�

星际卷云与银河尘埃的存在使这个假设

发生了问题
。

六
、

恒星

����最激动人心的发现是探测到了织女云
，
即

织女星周 围一个由固体颗粒组成的冷云
�

在恒 星周

围�除太阳�能找到作轨道运动的固体物质还是第一

次
。

织女云内有直径为 �毫米以上 �这已比星际尘

埃直径大��
�

倍�
、

温度 ��� 的颗粒
，
这种 �毫米颗

粒的总质量约 �
�

�� 地球质量
。

直径更大的颗粒肯定

存在
，
最大直径为多少还不清楚

。

假设织女云的颗

粒的大小分布与太阳系小行星大小分布一样
，
那织

女云的总质量可达�
�

���太阳质盆
，
这正好与九大行

星的质量和差不多
。

织女云直径为 ��� 天文单位
，

形状不清楚
，

年龄可能为太阳的 �八�
，
可能是处于

早期演化阶段的太阳系
�

已证实南鱼座 � 星�北落师门�是第二个有类织

女云的恒星
�

此外从 ����的资料中还筛选出近 ��

颗可能有类织女云的星
，
它们都有类似织女星的红

外过量
，
迄今仍在分析之中

，
尚未证实

�

最近根据美国������机载观测表明
，
织女云的

固体颗粒的大小可能只有 ����结果 的 �
�

�一�
�

��
�

另一发现是有关红巨星参宿四的
，
它以每年�

�

�

���
一 �

太阳质量的速率抛射物质
。

它有三个尘埃壳

层或环
，

最外层半径为 �
�

�光年
，

可能是 �一�� 万

年前抛出来的
，
这些壳层只出现于恒星的一侧

，

可

能是壳层被抛出后速度减慢
，
当参宿四穿过周 围介

质时
，
把壳层留在了后面

。

七
、

天区的红外象

目前发表了猎户座星云的红外象
，
它使人们 看

到整个延伸的外貌
。

这种象主要反映了尘埃和恒星

的分布
。

在热星猎户座 久的周围发现了一个冷尘埃环
，
它

以 久星为中心
，
这不是电离氢区

，
它们在 几星向外发

出的冲击波前沿的压力下受到压缩
，
从而暖到能 为

����探测到
。

在这张象片上还可见到其它尘埃云
、

红外卷云

等
。

八
、

正在形成中的恒星

恒星在浓密的星际气体和尘埃云中形成
，

它们

的早期演化阶段不可能在可见光中观测到
。

����的

观测结果正在揭示关于恒星形成尤其是低质最恒星

的形成过程的一些特征
。

����发现了暗星际云 ���������� �中 ��个

红外源
�

其中一些是由温度为 ��一���� 的尘埃壳

层所环绕的星
，

它们大多分布在云的内部
，

可能是最

近形成但还没有达到主星序的星
。

有一些源仅在远

红外能检测到
，
它们大多位于云的边界上或在边界

外面
�

���������� �中两颗质盆最大的 星 是 ��

�����和 �������
，

它们可能是很年轻的 �型星
。

�������周围的尘埃至少延伸到二万个天 文 单 位

远
，
而������� 的尘埃延伸到约四万个天文单位

�

在英仙座暗云 ������� �中有 �个源
�
一个 ����

，
已

推测它是一颗有��。
质量

、

发光度为���
。 的新形成

的星�另一个 ����可能是处于塌缩的早期阶段或只

是比平均密度高的区域� 另外二个是 � �����或类

似的天体
�

在 ����� ����暗星云中发现的一颗 约

��。 的星 �������
，

位于一个年轻星双极外流物质

东北处
，
如果这个抛射触发了这颗星的形成

，
它的

年龄还不到��
，
���年

。

恒星通常成群形成
。

已发现的例外情况有暗球

状体������
，

它只有一个低质量的主序前天体
�

九
、

恒星的老年阶段

大多数�����星是变星
，
它们处于较老的演化

阶段
。

有 ��发射的萝奠 ������ 变星的视温度 约

�
，
����

，

变化大于 ��
�

�的 ����� 源视温度几百 �
，

极端红的�����仅 ����
�

最冷的星一定有很浓密的

尘埃壳层
，

是由这些星以 ��” �。 �年速率抛射 的
。

这些 �����星很快会变成行星状星云
。

整 个 ����

巡天应发现几百颗 �����星
，
这对银河系结构的研

究是很有用的
。

����在行星状星云中首次检测到 ��
�

�砰� 〔��

��谱线
，

从光谱观测导出的氢
、

硫
、

氖丰度比以前

的估算要高几倍
。

蟹状星云的 ����观测结果与射电和可见光观



��� 夭 文 学 进 展 �卷

侧相结合
，
用电子同步辐 射模型获得它的平均磁场

是。
�

����高斯
�

并且存在着尘埃的过量发射
，
这些

尘埃是超新星爆发前或在爆发时抛射出来的
。

十
、

星系

在����开始全天作图前曾作了约���平方度的

，’，�、
巡天

”
观测

�

发现在银河平面外面
，
在 ��终� 和

�邹�上检测到的天体一半以上是恒星
，
大多数是光

谱型 �
，

�星
。

但在��拼�上
，

有相当数量甚至大多

数是星系
。

而在���拼� 上
，
天空是由红外卷云的发

射所支配的
。

在银河平面 ��
’

范围内大多数源不能

识别
。

在 ��梦�上
，
在高银纬上这个小巡天观测检测到

��个星系
，
全部都是晚型哈勃旋涡星系

。

这些星系

的红外发光度与蓝发光度之比从�
�

������一��有

很大的变化
�

这表明它们的尘埃含量和恒星形成速

率可能相差很大
�

在小巡天观测所检测 的 星 系 中

��一��多有着相对接近的邻居
，

这说明星系之间的

相互作用在触发恒星形成的强爆发中可能起着 重要

的作用
。

对银河系的近邻���的观测表明
，
在这个

星系中恒星形成速率是低的
。

在 ���拜� 上 检 测 到

��� 的中心发射以及一个半径 约 ��角分的环的发

射
�

这个环在射电 ����和 ����图中也存在
，
环的

结构与 ��区的分布相重合
。

而中心区域的发射是

另一种类型的
，
对 ����的三个长波段来说

，
它 的

发射来自���的星际尘埃
，
加热尘埃的最可能的源

是高度集中的一些红巨星
，

为了拟合 ����观测结

果
，

所需的尘埃量约 �����
��

����的资料表明
，
一个典型的旋涡星系每年约

有 ���
。 的星际氢气体转变为恒星

，
其中 ��拓的气

体变为� 型星
�

在有棒的系统中恒星形成速率要高

一此

����也观测了武仙座超星系团中�����不规则

星系团
�

它的一半星系是旋涡星系
，

共检测 到 ��个

星系
，
��个是晚型旋涡星系 ���

，
���

，

缺少椭圆星

系和透镜星系
。

只有一个� � ����是红外明亮的早

型星系
。

在这个星系团中
，
星系的红外发光度与蓝

发光度之比为�
�

��一�
�

�
，
与更近的星系团差不多

。

十一
、

产能机制及未识别的源

����检测发现天龙座中的 �� ���
�

�的大多数

能量在红外
，
峰值在 舫拼�上

。

如果这个辐射是热 辐

射
，
它的温度约为 ����

，

发射区域的大小约几百光

年
，

能源可能是星系核的紫外辐射或者是中心物质

的抛射
。

另一种可能的机制是非热辐射即 它的核中

的活动性爆发
�

如果是这样
，

这个星系的红外辐射

在几个月期间可能发生变化
。

虽然�� ���
�

�在�射

线和光学波长上是高度变化的
，
但 ����二个月的

观测没有表明亮度变化
。

����也可能对类星体的产能性质提供币要 资

料
。

在 ����以前只有 �� ���和 �� ���在远红 外

观测过
。

��人�第一次报道有三个强射电
，
二个射 电

宁静的类星体观测
。

三个强射电目标都是��
���� �致

密射电源�
，
����的远红外观测支持了它们的 能源

是同步辐射机制的看法
�

二个射电宁静目标存在着

���拼�红外过量
，
这个过量可能来自一个旋涡星 系

，

而类星体嵌在这个旋涡星系中
�

����发现中最令人感兴趣也最使人迷惑不 解

的是一些至今未识别的点源
�

在小巡夭 观 测 到 的

����个源中
，
至少有 �个没有恒星

、

星云或星系对

应天体
。

����年��月 �日 �
�

����� 报道这些 目标

在好多小时中没有改变视位置
，
所以它们必定远于

��个天文单位
。

观测结果可用在 ���个天文单位远
、

象木星那样的源来拟合
，
这样它们的温度仅���

，

其

目视星等约��
�

�
，
可能在光学波长上不能发现它们

�

如果它们在 �� 个天文单位处
，
则必定要小得多

。

它

们也可能是一些较弱较远的星系
，
或者是尘埃遮 暗

的老星
，
或者是在恒星形成的早期阶段

，
或者是严

重遮暗的年轻星
。

当然也可能是����已发现了一 种

完全新型的天体
，
这只有在射电

、
� 射线和 丫射线

观测以后才能确定
�

据 ��� �九� ���������
，

�����汀
，

�������� ����
�

�蒋栋荣
、

傅承启�

���� �����铂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