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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最近的引力透镜

���������是已发现的引力透镜中距我们最 近

和最简单的例子
。

它位于飞马座 �的外边缘
，
是一

个模糊的旋涡星系
。

在五个先前已知的事例中
，

起

透镜作用的星系或星系团距离我们是如此遥远
，
以

至于要研究它们
，
甚至证认它们都是极其困难的

。

现在
，

天文学家找到一个相对来讲是近的事例
，
它

距我们只有四百亿光年
�

旋涡
“
核

”
几乎精确地位于

我们和远距离的类星体之间 �距我们约为七十亿光

年�
，
此类星体仅呈现一个简单的像

，

中心位于星系

盘上
。

靠专门搜索去寻找引力透镜事例的机遇是稀少

的
，

除�����璐��外
，
其余的几乎都是偶然被发现

的� ����� ����是在常规的红移巡天中给出了这种

天体不平常性质的第一个证据
。

����年 �月��日
，
�

�

�������������
�
天文台

，

亚

利桑那州�用�
�

�米反射镜观测�������肠
，
得到旋

涡核的可见光谱是相对平滑的连续谱
，
而在 �

，
���

一

�

处有一条孤伶伶的相当宽的发射线
。

由于此不平常的光谱
，
�

�

�������史密松天体

物理中心
，
以下简称为 ����在四天后用�

�

�米多镜

面望远镜 ����� 观测
，

证明该
“
核

”
是一个具有红

移为�
�

�的类星体
。

次日
，
�

�

���� �����用��厘米

反射镜上的���系统取得此天体的像
，
它显示出一

个类旋涡结构
，
中心有一个类星体

。

������ 和��

����� �����用�
，

�米望远镜和���获得的光谱揭

示出围绕着类星体的天体是一个红移为�
�

����的星

系
。

至此
，
问题已十分清楚了

。

构成引力透镜的星系显示出是一个����比型��

或��的亮旋涡
。

在蓝光中
，
它的绝对星等为一 ��

�

��

背景类星体的星等竟大到一��
�

�
。

这可以认为
�

类

星体的视亮度被透镜星系所放大
。

不过
，
�

�

������ ������用甚大阵射电望远

镜在几个频率上都没有探测到此源
。

正计划用更高

空间分辨率对它作进一步的研究
�

在活动星系核的列表上没有此天体的名字� 也

没有显示出有什么 �一

射线辐射或其他高能 辐射 与

它相联系
。

张福俊据 ��夕 � ��乙������
，

����� ����
，
�

�

���
�

������� �����������������

������ ������

�������星系�������紫外光谱中的变化窄线

������等 人 报 道 〔��才���，
��� ������

，
�

·

���〕，

国际紫外探险者�����卫星对邻近的�
������

星系 �������进行观测
，

在紫外区的�万入�
，
���

入发射线 的两旁
，

各发现一条奇特的窄发射 谱线

�分别称为 �、 和 �
�

�
。

从 ����年 �月 ��日到 ����

年 �月 �日的三年期间
，
��� 卫星对 �������核

的��天观测的分析中�每次曝光均为 �小时�
，
发现

当 �������的核处于低态时
，

亦即该星系核的光度

减弱
，
相应光谱 �� 入 �

，

乒��� 的和其他允许谱线

的线翼减弱以及紫外连续谱线强度的减弱期间
，

这

两条窄线显得较强
，
它们的半极大宽度 ����峋

分别可达�人和��入
，
其他的允许谱线的强度则基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