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卷 第 �期 天 文 学 进 展 ���
�

�
，
��

�

�

����年 �一�月 �������� �� ��������� ����一�
���

� ，
����

�
，‘ 右
留蛤�留 飞

究简讯�
、

……
‘ ��
一岁

狐狸座����� ����的观测研 简况

刘 宗 礼

�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

提 要

木文第一部份给出了该星被发现前从����年起至����年 �月 � 日止的历史记录
，
����年前�里

等在�魂
，
一��

�之间不规则地变化
，
从����年以后逐渐增亮

。

接着
，
本文综述了该星被发现后光谱和光度变化情况

，
到����年 �月止�星等大约为�

�

�田
，
止匕

后
，
高度开始下降

，
�月达到极小

，
以后又重新增高

，
工���年 �月达到新的极大

。

在两次极大时光

谱为��型
，
当����年亮度下降和在极小时为�型

。
����年��月出现强�

。
发射线

，
����年 �月出现

�，发射线
，
����年��月�，发射线消失

，
�

。
发射线仍很强

。

最后
，
本文简单介绍了对该星的几种看法

，
如慢新星

、

共生星
、

遮挡模型和双星模型等
�

一
、
���，年�月�日前的观测记录

����年 �月�
�

�����日����
，
日本�

，

���
����‘�

在狐狸座发现了这颗特殊的类新 星
，
当 时 机， 。

为

�
�

俨
，
日本�

·

��������也独立地发现了这个天体
·

����年 �月��
�

�和��
�

�日
，
日本 �

�

���且���� ���用

����
一�乳胶拍得的光谱是正常的��型

�

由于这个天体的光度和光谱变化既不同于一般

的新星和矮新星
，爪也不同于一般的类新星

，
因此引

起了很多人的极大关注
，
他们查阅了过去有关的 观

测记录
，
得到了这颗星的很多历史资料

，

现扼要列

表如下页
。

卜 从表可看出
，
在

�

����年以前的八十年内
，
这颗

星的 �星等�及照相星等摊
， ，
�在�����， 之间不规

则地变化
， ����年以后逐渐增亮

。

二
、

����年�月�日以后 �发现后�观测结果简

述

从����年 �月发现这颗天体迅速增亮后
，
很多

人对其进行了各种观测
，
得到了大里观测资料

。

现

分别简述如下
�

�
�

光度观浏

�
�

�
�

���������和�
�

�
�

����������
�〕
在����

一����年期间进行了 �
�

�
�

�
�

光电测光
，
与其他

人��一

川的结果给合起来
，
绘出该星�星等综合光变

曲线和�一�
，
�一�颜色曲线 �见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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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月��日收到
。

�哭�年 �月�� 日收到修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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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观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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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软片照相

哈佛大学天文台巡天底片

东京天文台�肠
��施密特物端棱钱

哈佛大学天文台巡天底片

哈佛天字天文台巡天底片

哈佛大学天文台巡天底片

哈佛大学天文台巡天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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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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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年��月��
�

��日
，�

�爪 东京天文台�����施密特照相底片 �
�

������ 〔 �〕
一

�一�
����年�月��

�

�日

��了�年�月�
�

���日

�
， ，

��� 或��

阴
， ，
��

�

�口

�
�

������ 的 ���一� 软片照相 �
�

����� 〔 �〕

�
�

���� ���

从图 �可看到
，
在����年期间�����平均亮度

为�幻�
�

��
，
����年 �月开始以乙��乙亡臼 ��

�

�����

天的速度下降
，
大约在����年 �月 �日下降到极小

犷���
�

���， 从����年 �月 �日至����年 �月 �日
，

又以乙��乙�幻 一 �
�

�����天的速度增 亮
，
从 �月 �

日至 �月��日以乙��山岛一�
�

�����天的速度增亮
，

在 �月��日�勺�
�

�，，
进入一个新的第二亮度极大

期
，
比 ����年期间的极大还要更亮一些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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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也不断变化
，
其中�一�的变化似与�

�

�����

五��山，所指出的��天光变周期有关
。

����年 �月 �日一��月 ��日
，
����年 �月 �

日一��月��日�
�

�����������不口�
�

��������，，。
，
�，�〕

的光电�
�

�
�

�
�

观测结果表明
�

从����年 �月份

此星一直处于极大亮度阶段
，
其间

，
����年 �月��

日一� 月 �日有小的增 亮
，
�星等从 �

�

��尹 增到

�
�

���口
。

����年 ��月 ��日一 ��月 �日
，
�

�

���� 等

人���
，
也进行了�

�

�
�

�� 光 电测光
。

����年 �月�
�

���������等人 〔��」进行了红外

观测
，
与������等人�’�的 �

�

�
�

�
�

�
�

测光结合起

来
，
得到一个在可见区有色余的有效温 度 为 �

，
���

�的黑体普朗克能量分布
。

从���。年 �月到����年��月
，
��刀只����

，
�

·

�
�

等人卜 ‘，
进行了 �

�

�
�

�
�

和红外测光及偏振 测

量
，
在����年亮度很快下降阶段出现了约 �拓的 固

有偏振
，
红外辐射在这一连续极小时期是����年 �

月极大亮度时期的����

���观测表明
，
在����年 �月 ��

�

��日和 ����

年 �月�
�

��日之间
，
紫外流量在�����下降 �

�

��，

在�����下降�
�

��， 而在此同一时期
，
目视星等仅

变化�
·

��士�
�

�全。 �，，�
�

�
�

光语观浏

����年 �月��和 ��日
，
�

�

������改��
石�看到

�
。

线有很锐的����型轮廓
，
吸收成份紫移�的���

�，
�，线类似传统的��壳层星谱线轮廓

，
在光谱 中

还有其他吸收线
，
包括�� �的红双线�

，
�凌�和 �

，
���

�
，

并认为它可能是一个亮度接近极大的慢新 星
。

在����年�月��
�

�日�
�

�������和�
�

����� �，�

所取得的光谱片上 ��
，

���一�
，
���入�可看见 片

。
一

��
、
锐吸收线

，
他们肯定了�

、

���������的证认
，

并认为它可能是一个再发新星或者以前不知道的矮

新星
。

����年 �月��
�

�日
，
�

�

������，，观测到�
。
一

�
，

窄吸收线
，
认为这是亮度接近极大时新星的典型

光谱
。

����年 �月��日
，
�

�

��
�� 和�

�

� ���飞��� 〔，��

没观测到发射线
，
���

，
�线清晰可见

，
且强度 相

等
。

���以����
，
�

·

�
·

等人 ‘�们从 �，�。 年 �月 到

���漪毛��月进行了光谱观测
，
在����年光度极大期

间该星是一个高光度 �型星
，

在亮度下降阶段
，
�型

光谱变成�型巨星光谱
，
且出现了�

。
和 ��� 发射

线
，
在�

，
线中也出现了弱发射

�

在持续极小期间
，

光谱型可能为��
，
星云线 �� �〕�，

���入和 ����

�
， 。叮入出现

， ���发射加强
，
�

。

发射减弱
，
�，发

射消失
。

����年 �月 �亮度下降后阶段�光谱为��

一一��
。

从����年��月��日到����年��月��日 ��张

底片的测量
，

得到视向速度为十��一�������
，
其

平均值��������
，
用不同谱线所得到的数值是有

差别的

�������� ����等人 �，�」在����年 。 一��月问所

得光谱���
一。乳胶�是吸收线

，
从����������

，
��

��������和�丫的相对强度比推断其光谱型为 ��

�士�
�

��
，
从当时色指数 �一�二�

�

�也推出 其光谱

型为�舀
。

他们得出的视向速度分布图明显不是高斯

分布
，

所以他们认为所得到的光谱可能来自两个源
，

大多数光谱属于与�星相联系的稳定壳层
，
其平均

视向速度为���士����� �假设是高斯分布�
，
其他

谱线由一个膨胀壳层产生
，
其速度分布在一��一十

������范围内
，
极大值在������

�

他们还认为它

可能是共生星
。

����年 生月 �日到 ����年��月 �日�
�

����
�

�����等人���
〕的观测表明

，
在 ����年 �月和 �月

，
总

体看来该星类似超巨星的晚�型星
，
但金属线相 当

弱
，
中性和 电离线相对强度表明它是���或����

型
，
几乎相等的 �� �� 和 ���� ��

。

又表明它是

��型
。

在亮度极大期间随着时间的推移
，
由 金 属

线比得到的光谱型稍微变得晚一点
，
但没看到发射

线
。

����年 �月�� 日当�星等从极大下降�叹�星等

下降�
�

�哟时
，

光谱变成�和 �型混合谱
。

因为���

带清晰可见
，

其强度相当于��型光谱
。

但由于�� �
�

，
���入

，
����

，
���人和 ‘ ，

��。入谱线不存在
，
而且

�，
线也比一般�型光谱更强

，
因此在�

，
���一连

，
���

�范围最接近 �型光谱
。

在极小时��
。
澎�� �呜���

带有点加强
，
相应于��型

，
而整个区域仍然保持 �

型谱不变
，
但此时出现�

。
和���

�、

�
�

很锐的发射

线
，
且可看见星云线 ���〕�，

���入和 �����
，
���

�
。

����年 �月��和��日的光谱与����年光度极 大

后半段相似
，
是�或��型超巨星

，
随着时间的推 移

，

光著型也稍微变得更晚些
。

在����年 �月��日�，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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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勿 �空 令习
� 口 �口� 卜甘、 �月�

是双的
，
�月�� 日是弥漫的

，
但在 �月��日却看不

出任何反常
。

在����年 �月 �日�
。
呈现发射

，
但��

月 � 日却呈现弱吸收
，
没有发射成份

。

从�盯�年 �

月�。 日到����年 �月�� 日 �张底片的测量
，
其视 向

速度为 十��
�

�一���
�

�����
，
视向速度平均值为十

��
�

�士�
�

����
�

。

����年 �月 � 日一 �日���郑�厂��
， 只

�

�
�

�，，�

所获得的物端棱镜光谱表明
，
该夭体不 迟 于 ��一

��型
，
根据����年 �月�� 日所拍有缝光谱和无缝光

谱
，
推断该星为��一�� �型

。

�
�

�
�

���������等人�，“ ，在 �叮�年光度极大

和����年光度极小时所得光谱扫描表明
，
它可能具

有�型超巨星的综合谱
。

在����年�月�
�

��日取得的

蓝像管底片表明是 �� ��
一
�型光谱

，
唯一不正常的

是�
，和 �

，
可能被发射线充满

。

从��条线得到的 视

向速度为���士�����
。

与此同时
，
由视向速 度扫

描仪得到的为���
�

�士�����
。

�
�

����等人�，，�在����年��月��
、
��日和��月

�日的底片��
�一��上

，
发现�，是带有����型紫移

吸收的弱发射线
。

����年 �月��日一����年��月��日
，
刘宗礼

、

郝象梁和梅苞利用云南天文台 �米反射望远镜和北

京天文台����。厘米施密特望远镜的卡氏光栅 摄 谱

仪
，
对这颗星进行了有缝光谱观测

，
取得了很多观

测资料
，
图 �给出所拍摄的部份光谱照片

。

从图 �

可看到
�

在����年 �月份光谱是晚��型
，
氢巴尔末

线是吸收线
，
但 �

。
线不够清晰

。

在����年�� 月份

�
。

线成为一条很强的发射线 帅 〕 。

在���� 年 �月份

发射线非常强
，
除�

。
线外

，
�， 发射线也看得非常

清楚�‘ 。 ，�

����年��月份
，
�

。
发射线变弱

，
�， 发射

线仅剩下一点痕迹
，
在同年��月份

，
�，发射线似已

消失
，
而 �

。
发射线还是相当强的���

〕 。

值得指出的

是
，
�，
线的变化是很快的

，
在����年 �月�� 日 �，

还是吸收线
，
但在 �月 �日它已成为发射线了

。

三
、

目前提出的几种看法

到目前为止
，
就这颗星的本质问题提出了各种

可能性和看法
。

�
�

������，丁
，
�

�

�����������〕 以 及 其 他

人铆���均认为它是新星慢新星
、

再发新星或矮新星
�

�
�

���������等人��。 口比较明确地提出该星 可

傲与共生星有关
，
���只�“ ��

，
�

�

�
�

等人似 同 意

这种看法 �，，�
，
�，们

·
�，吕，， 这种着法可以解释在光�苦巾

出现的�型光谱
。

�� ���������等人娜
」
认为它不是共生 星

，
他

们认为共生星的看法不能解释光度极大时 的 ��型

光谱和从光度极大下降��以后在光谱中同时出现 的

�和 �型光谱
。

根据截至����年��月 �日的观测资

料
，
他们提出一个遮挡模型

� 即中心是一个�型星
，

恒星本身抛出的星周物质由于冷却可能凝聚到 固体

粒子上
，
与此同时在靠近恒星大气的地方形成 ���

分子
，
在离恒星表面大气很远的地方有尘埃云

。

这

个模型可以解释����年期间亮度的下降和上升
，
但

看来他们忽视了光度极大前长期缓慢增亮阶段和 极

大时出现的发射线
，

在解释星云线的出现以及 ��犯

年 �月和����年 �月的�型光谱方面
，

似乎遇到了

困难
。

根据历史上和近年来的观测
，

作者本人认为这

个天体是一个非常慢新星
。

在过去八十多年期 间
，

该星不断有小的活动
，
从已知最小星等 ����哟 增

亮至����年时的�
�

��
，
大约历经十多年的时间

，
曾

有人观测到����型轮廓
，
这说明它有物质抛出

。

这

个阶段似可看成光度极大前的增亮阶段
。

����年 �

月亮度开始下降
，
�月达到极小

，

接着又重新增亮
，

����年 �月达到新的极大
，

这可能是主爆发
。

����

至����年�
。
和 �，等巴尔末发射线的出现

，
以及在

持续极小时出现的星云线
，
这些都是新星的重要特

征
。

作者还认为它是由一个�巨星和 一 个 低 光度

热子星组成的双星
，
其轨道面与视线近似平行 由

于物质交流和吸积
，

使得热子星温度升高
，
不断仃

小的爆发活动
，
不断有物质抛出

，
从而在热子 星周

围充满了星周物质
。

由于这些星周物质的消光
，
使

得热子星的能量分布曲线发生变化
，
短波区辐射大

大减弱
，

所以在未增亮的情况下这个双星总体上的

分光效果相当于一个�巨星
，
而只有在热子星急剧

增亮时总体上才显示出��型星特征 用这 样一 个

模型似可大致解释观测到的主要结果
�
如在两次极

大时出现的 ��型光谱和极小时的�型光谱
。

由 于

有高温热子星存在
，
所以可看到�和��发射线及星

云线 由于有大量星周物质消光导致巴尔末谱线大

的减幅
，

所以我们只能看到巴尔末线系的�
。
和 �，

发射线
。

由于爆发活动比较缓慢
，
爆发时作为光球

的大气层向外扩张
，
由于星的自身引力

，
可能 使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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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又有些许收缩
，
因此所测皇到的视向速度几乎都

是正的

目前对这颗星的观测研究正向更深更广的方面

进展
，
红外和紫外波段的观测可望得到更令人鼓舞

的结果
，
在不久的将来

，
将能得到较重大的突破性

进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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