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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
，
人们就相信类星体处于星系的中央

，
我们的研究试图证实事实是否果真如此

，

为此 目的
，
我们需要回答以下几个问题

�

���类星体处在什么类型的星系中�它是在旋涡星系还是在椭圆星系中� 当然
，
一种全新

�

类型的星系也是可能的
，
但我们知道塞佛特星系核是在旋涡星系中

，
而射电星系是椭圆星系

。

��� 类星体是否影响所在星系的特性�

���所在星系是否影响类星体的特性�

��� 所在星系的年龄是否重要
，
即是否在星系的早期历史中类星体是一种普遍的现象�

为了回答以上问题
，
我们希望观测下面的一些特性

�

��� 星系的形状 ，

��� 星系的大小，

���星系的总光度
，
面亮度轮廓，

���星系中气体的含量 ，

���
“
展云

”
������中是否存在恒星� 如果有的话

，
是什么种类的恒星�

在这里
，
光谱观测研究是重要的

。

我们在几年之前就开始了对各种类星体光谱的观测
，

一些结果已发表在文献〔 �〕和 〔 � 〕中。
现在报道对��个射电选择高光度类星体周围展云的光�

谱观测
。

我们利用安装在 �米望远镜上的双光束摄谱仪进行观测
，
探测器用���� ��������

，
其

色散是�
�

��人�象素
，
观测的波长范围是�

，
���一�

，
���入

。

一次积分的典型露光时间是
�

���对类星体中央的观测
，���秒 ，

�的 对离中央 �
‘

一 �
‘
的展云的观测

，
�，���秒

。

按通常的方法将光谱处理成一维形式
，

然后修正大气吸收的影响
。
表 �给出了观测的详细情况

，
图 �和图 �显示了 �个类星体核和

周围展云的光谱
。

为了研究类星体周围的情况
，
我们应该对展云的光谱进行正确的处理

。

展云的光是由来

自类星体的散射光和星云状物质 ������������的光所组成 的
，
必须尽可能地剔除掉前者

。

为此
，
我们利用类星体具有很宽的发射线这一特性

。

开始时先假设展云的光全部来 自类星体

的散射光
，
用一个低阶多项式去拟合它

，
然后将此多项式光谱从展云光谱中扣除

，
再看看哪

�

些地方扣除多了或少了
，
改进多项式

。

这样一直迭代下去
，
直到不能明显地改进结果时为止，

����年�月��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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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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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颗类星体核的光谱
。
纵坐标是 ��星等

，

横坐标是类星体在静止坐标系中的波长
。
�和�所

示的位置是地球大气的吸收
。

其余 �颗类星体核的光谱
。
标度和图

�一样
。

最后
，
我们得到的是非零的连续谱和窄发射线

，
来自类星体的宽发射线如�

。 ，

场
，

耳 和�
���

都被剔除了
。

上述方法虽然是一种纯经验的作法
，
但事实上它对绝大多数样品都有效地消除

了来自类星体的散射光
。

图 �给出了四个类星体核的光谱
，
可以看到它们具有强的发射线

，
我们称 它 们 为 第一

组
。

图 �给出了四个类星体的晕光谱
，
它们具有弱发射线

，
我们称它们为第二组

。

可以利用发射线的强度得到一些结果
。

但以下的分析仅适用于发射线在光谱中占主要地

位的样品即第一组样品
。

���由于 〔���� 〕入�，
���入

， 入 �
，
���入与场的强度比很大

，
而且还存在比较强的 〔��〕 入

�
，
���人

，
所以得出这是由一个具有幂律谱源的光致电离所致

。

����扩�，很大
，
这可能是由于

����
。

中有一些 〔�����

���由于不能有效地扣除夜天光和核区的光
，
造成在氏处的信噪比太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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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云的光谱
。

该图与图 �的核的

光谱是一致的
。
这些展云是一些具有发射线的模糊云

。
图 �

�

其余 �颗类星体周围展云的光谱
，

核的光谱是一致的
。

与图 �的

���

���

辐射转移效应 ，

星系中的红化
。

���在两个样品中
， 〔�����入�

，
���人是可见的

，

得到电子温度�
。

�巧

���在�� ���
�

。 ， �。 坦」、 �， ����是可见的
，

从 〔�皿瑟�，
���入�〔����瑟理，

���入
，
可以

�����当电子教密度�
。

匕��
���

一 �
时�

�

�中
， 〔���〕入�，

���人
，

右
，
���入

，
得到从一���

��
一�

肪
，
���人完全分辨开了

，

。

在别的显示 〔���〕线的天体中，
从 〔����入�，

���人�仁���〕入

的相对强度不确定
，

但在所有的情形中
，
入�

，
���入线都很强

，

利用场的辐射流和电子温度
，
对 �� ���

�

�

〔���〕入�，
了���与〔���」�，

���入

故可得到�
，

��
，
�����

一 ��

和�
�

�� ��“ ，
其中�是我们所观测的体积

。
和�� ��

�

��
，
得出�二

·
�分别是 �

�

��� ����

这些值分别对应于所观测的区域中气体 的 质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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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取�
。
� �����

一 ” ，

并假定我们所观测的区域只是晕

的��肠
，
则对�� ���

�

�和�� ��
�

��
，
得到气体的总质量分别是�

�

�� ���和飞 �� ����
。 。

如果

假定在我们所观测的区域中
，
电子是均匀分布的

，
则可以得到电子密度的下限

。

我们所观测

的体积约是������，
利用�� ���

�

�的�落
·

�值
，

得到这个天体的�
，��。 一�

，

��
一 �，
这样�气体

� ��

一

�
·

�� �����
。 。

全部��个类星体都显示展云连续谱
，
它们的形成有以下几种可能性

�

��� 类星体的散射光 ，

���卜�与�
一�复合，

���恒星
。

第一种可能性被用处理数据的方法所排除
。

第二种机制也是不可能的
，
因为场线很弱

，
且得

出的�
。

���
，

����
，
故认为是第三种机制

。

表 �给出了每个类星体晕的连续谱的�
一�颜色

。

应该注意
，
即使是发射线占主 要地位的

晕的光谱
，
也具有可探测到的连续谱

。

我们知道旋涡星系沿序列 �� 到���
，
它面对我们的颜

色值��������
�� �� ��������在�

�

��到�
�

��范围内
‘�，。

第一组天体的颜色很蓝
，
与这些 值相

符
。
�� ��也在此范围内

。

而第二组中除了�� ��外
，
天体的颜色与椭圆星系中典型老年星的

颜色相似
。

另外
，
在�� ��

�

��中
，
如果连续谱是由晚期恒星所造成

，
则应该可探测到 ����

带的吸收
，
没有观测到这一吸收带存在

，

说明它被发射线所填满
，
因而一定存在早期恒星

。

所有这一切使我们相信
�

第一组基本上是旋涡星系
，
富含气体

，
因此导致强发射线的存在，

第二组基本上是椭圆星系
，
其中几乎没有气体

，
故呈现弱发射线或根本没有发射线

。

晕光谱的最显著的特性就是可以分成两类
，
就象我们上面所看到的那样

。

事实上
，
这种

分法与类星体的其他一些特性也是相关的
。

我们首先注意到第一组天体具有陡的射电谱
，
而第二组天体是平射电谱

。

第一组具有双

瓣结构
，
而第二组是致密源

。
�� ��是一个例外

，
它具有陡射电谱

，
但它确是致 密源

。

另外
，

核的光谱表明
，
第一组具有比第二组强得多的〔��〕线，

且第二组具有强的�� � 线
，
而第一

组没有此线
。

表 �给出了两组天体的不同特性
。

但以上分类也有令人迷惑之处
，
我们知道陡谱的

、

扩展的强射电源—即射电星系
，
都

是椭圆星系
，
这正与我们的分类相反

。

但射电星系与塞佛特星系不 同
，
它没有宽发射线

。

也

许
，
类星体是处于一种全新类型的星系中

。

我们来作一个小结
。

以类星体周围展云的光谱为根据
，
我们得到了两种不同类型的晕

。

颜色较红的可能是椭圆星系
，

其中几乎没有气体
，
颜色较蓝的可能是旋涡星系

，
富含气体

。

这两组在别的特性上也有所不同
。
如射电谱的谱指数

，
核的光谱中有无�

���线存在等
，
这表

明类星体对其寄居的星系有影响
，
反之亦然

，
星系也会影响其中类星体的特性

。

为了进一步揭开类星体展云之谜
，
还需要作进一步的观测

。

我们刚刚作完了对�� ��� 的

进一步观测
。

另外
，
我们正在做与上面八个天体具有类似红移值的射电宁静类星体的展云观

测
。

我们还在对高红移类星体进行同样的研究
，
结果发现�� ���根本就没有展云皿



” � 夭 文 学 进 展 �卷

表�

对等，绝星名 �称 红移

�

线宽
尺度

目视
星等

�顺亮的射电选择类星体

射电流量 谱指数

玩吕 ��
���� ���

，
���

总露光时间

核 展云

核到拍展
云光谱区
的角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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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注
�

���名称�

���红移�

���线宽尺度�����角秒�
，�。

二冈
， �。

�����

���视星等��取自价���� ��� ��������
，
������

���绝对星等�
，，
�

。
�阳 即� �。

二����

������流量的对数��
·

��一���取自���� ����
�，
������〕�

������
�

����的谱指数�

���核的总露光时间�秒��

��� 展云的总露光时间�秒��

����核到拍展云光谱区的角距�

����细缝的位置角�顺时针�
。

表� 两类类星体

观测对象

展云

类星体�光学波段�

类星体�射电波段�

第 �组

蓝连续谱

强发射线

没有�� �发射

窄强线

甚宽线
，
�线起伏

�� �〕��，很大

陡谱

双瓣结构

第 �组

红连续谱

弱或者没有发射线

弧�� �发射

窄弱线

较宽线
，
�线均匀

�� �」��夕 不大

平坦谱

致密结构
���口�，���������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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