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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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天 文 学 进 展 �卷
� �����一�，，�，，�，， 户��������一������

不变
，
例如�丁 、

·

�
， 。 。�人的���娠

��入
。

相反
，

当�������核处于中态或高态时
，
��和�

�

线与增

强的 �万、 �
，

砧。人线翼相混淆且难以区分开来
�

三

年内�������核
，

有好几次由中态或高态进入低态
，

�，、
��

的强度在几天内有 咬倍的变化
，
然而允许谱

线的强度例如�万 入 �
，
���盖和 �。 � 人 �

，
���孟�’��

乎无变化� 几
、
��之间变化并非完全同时

，

可相差

��天时间
�

这期间 �，、
��

的波长也略有变化
，
平均

静��波长分别为�
， 。��

�

�人和 �
， 。 。 ‘

�

拉
�

������等

人仔细地分析观测资料后得出
，

几
、
��

不是由仪器

效应引起的
。

因为在���卫星同时拍摄的标准星光

谱中
，
以及在其他天体中

，
例如行星状星 云 �����

及蝎虎座 ��型天体里均无这两条窄线
，
由此认为

��
、

��是属于 �������所特有的
。

������ 等人论证
，
几

、
��

这两条窄线不可能
是 �万 人 �

， 。阳五的多普勒位移谱线 �视向速度分

别为一�
，
���和十 �

，
���公里�秒�

�

如果真是这样
，

并假设场
、
无�

两条窄线是两块被中心源光致 电离

的
“
自由飞行

”
云产生的

，
在中心大质量天体的引力

场作用下
，
或作自由下落

，

或绕中心天体作轨道运

动
，

或飞出引力场
。

那么这两块云在三年的观测期

间
，
将远离或靠近产生宽允许谱线的宽线区����

”

厘米�
，
都会使 ��

、
��
因远离或靠近中心电离源而

产生谱线强度的较大变化� 也会因两块云的相互远

离�或靠近�
，
��

、
��
强度变化有一个很大的延迟效

应
。

然而三年期间观测证实几
、
�，
强度变化很小

，

并

且它们的强度几乎同时变化�间隔小于��天�
。

因而

否定
“
自由飞行

”
云这三种可能性

�

从几
、

几本身很窄以及上述观测到的性质
，

黝

断它们不是来自宽线区域
，
不是由中心连续源光致

电离引起的
，
而是与局部区域的气体被某种机制电

离和激发有关
。

早两年已在�������核附近观 渺

到一对 ���秒差距的射电喷源
，
������ 等人推测

，
发

射�
�、
�，
的区域可能与 �����相似的两侧喷流的发

射区密切相关
�

如果是这样
，
我们就是第一次直接

观测到河外星系喷流物质产生的谱线
，
并可估算喷

流速度约为�
�

��
·

我们知道
，
类星体及活动星系核的中心能源性

�

质仍悬而未决
，
其中心核周围的物理条件只能从光

学和紫外光谱的分析中得到
�

观测到河外天体存在

喷流
，
这喷流的能源可能与中心能源有密切关系

�

而今在邻近的����
���星系 �������的核的紫外光

谱中
，

发现两条可能产生于喷流里面区域的窄线场
、

几
，

将有助于揭开中心能源之谜
�

还有必要进一步

对兀卜 ��

两条窄线作观测
，
以及对邻近的活动星系

核去发现新的类似的谱线
。

刘汝良 据������，
���������

，
���一���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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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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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 系 形 成 的 新 途 径

经典的恒星形成理论正受到有力的挑战
�

加州

伯克利的天文学家们宣称已发现了一种异常 的机

制
，
这个机制形成了整个星系中的恒星— 从即将

消亡的星系的黑洞中喷出的巨大气体流 �称为射 电

喷流�
，

撞入几光年外的宇宙星云中
，
使其受到压

缩
，
直到触发热核反应而形成新的恒星

�

但在伯克利研究同一现象的另一个研究小组认

为
，

下这一大胆的定论还为时过早
，
因为虽然确实

规测到了 一些奇异事件
，

但其他机制也可能解释这

一现象
。

他们认为
，
在紫外区域观测这一现象能最

终检验是否有大量新恒星正在形成
。

上述两种不同观点的争论起 因于 加州大学 的
，

��
� �������等人近年来的一些工作

�

他们在过去

四年内一直在搜寻射电喷流
，
以更好地了解它们的

起源
、

组成及速度
�

他们认为
，
喷流是由于一个正

在消亡的星系中心的黑洞吸引恒星和气体云而引

起
，
由某种尚未被认识的机制

，
某些被吸引的物质

转变成热辐射流
，
向垂直于星系盘面的方向喷出

。

喷流的能量得到某种方式的子碗
，
因此可以连续几

百万年不断地从星系喷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