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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以下几个原因
，
我们对研究遥远的星系团感兴趣

�

���我们可以看到星系在��亿至���亿年以前的情况
，
即可以研究它们的演化

。

��� 我们同样可以研究星系团本身的演化
。

���我们可以利用观测结果作宇宙学检验
，

特别是我们可以通过测量�
。
的值得到宇宙

，
�
，

的质量
。

这样一种得到宇宙质量的方法
，

其优点是它给出了整体的解决办法
，
丢失质量不再

成为问题
，
它已经被包含在内了

。

至少可以尝试两种方法来确定���图��
�

��� 利用������
定律即视星等一红移关系

此法需要标准烛光
，

而且数据要延伸到大红移区域
，
比如���

�

��
，
这样�����

�关系才

对��敏感
。

采用此法时还要考虑以下几个问题
�

��� 星系的演化效应

当我们用星系团中的最亮星系作为标准烛光时
，
要注意到由于恒星演化和星系演化

，
其

光度在早期要更大一些
，
也要更蓝一些

。

����动力学演化

例如星系可以互相合并
，
也可能一个大星系吞并许多小星系

，
并在这一过程中变得更亮

，

也可能更蓝
。

�����当我们观测远距离天体时
，
它变得更暗

，
也更红

，
给观测带来一定的困难

。

����选择效应

���需要一个很好的样本
。

���角直径测量即角直径一红移关系

我们可用星系的直径做
，
但在大距离时

，
由于其角直径很小

，
我们需要很好的能见度

，

而且还必须考虑星系大小的演化
。

当然我们也可 以用星系团线度来做
，
但同样要考虑演化效

应
。

另外
，
与上面一样

，
这里也需要一个很好的样本

。

下面我将讨论以下几个问题
�

��� 建立一个样本的程序�

���样本中天体的红移值的测量 ，

��� 关于可能的演化效应的一些结果
。

我们的第一组观测结果是在六个 �
�

�米 ����记�望远镜视 场 中得 到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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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或�

。 一�
。

搜索了���平方度
，
发现了约���个星系团

，
其红移���

�

�
。

第二组观测是使用安装在�米望远镜主焦点处的��毫米磁聚焦像放大器
，
利用���一�照相

乳胶
，

搜索了��
�

�平方度
，
发现了约��个星系团

，
其红移���

�

���

最后一组观测是����和�������利用���� ���� �米望远镜
，
利用皿

二一�或瓜一�作照相底

片
，
搜索了��平方度

，
发现了���个星系团

，
其红移��。

，

���

我们总共发现了���个星系团
，
其红移值从�� �

�

��到 �� �
�

��
。

详细的表将在最近发表
。

当我们刚开始测量红移时
，
唯一可用的仪器是安装在 �米望远镜上的多通道摄谱仪

。

截

至����年
，
观测了��个星系团中最亮的成员

，

得到了��个红移值
。

在五例失败中
，
两例儿乎

可以肯定是恒星
，
两例是平谱星系

，
它们没有可探测的特性

，
还有一例是由于数据太少

。
多

通道摄谱仪数据与一个标准巨椭圆星系能量分布曲线符合的例子山图�给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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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在����一����年间
，
我们利用低分辨率光谱和安装在 �米望远镜上的冷��� 视像管探测

器去测量红移
，
这不如上面的方法好

，
但还是得到了��个红移值

。

从����年下半年到现在
，
我们 用 ����������

� ����� ��������� ������������� ������一

�����去测红移值
，
使用���又 ����最近用���� ���像素������作探测器

，
观测了��个星系

团
，

得到了“ 个红移值
，
还有�一�个数据正在进行处理

。

在图�
、

图�和图�中
，
给出 了 �����

光谱的实例
。

这样我们总共得到了���个红移值
，
其红移范围是 �� 。

�

��到 。 �

��
，

大 多数在 。 �

�� 列

�
�

��之间
。

这些数据足够做�
。
了

，
由样本大小引起的��的不确定性不大于�

�

�到�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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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定量研究星系光谱
，
我们定义两种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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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其中��
尹

是在下标给出的静止波长处的��星等值
，

而��二 一 �
�

����了
。 一 ��

�

��
，
这 里 �

。

是辐射

流以�

���
·

皿
一 ，·

�一 ‘ ·

��
一

伪单位
。

所以�
。 ‘�
和�

。

都是星系的内察性质
，
与红移无关

。

我们再

定义一个 介值
，
用它来描述��卫的�和 �线处的跃变的大小

。
无被定义为在静止波长�

，
���入

处从�刀，�，��。
和 ��

�，

得 到 的星 等与从实际辐射流得到的星等之差
。

对正 常 椭 圆 星 系
，
�一

�
�

�幻。 ��
�

图�给出了�。
，，
�。 和 瓦随� 的变化

，
此图利用多通道摄谱仪得到的数据

，
是比较精确的

。

如果我们不计及 �个蓝天体�矶
“
��

�

��
，
下面还要讨论�

，
则由图可看出它们几 乎没 有随子

变化的趋势
。

从这些数据我们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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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测量的误差分别是 。 �

��
，
�

�

��和�
�

��
，

所以我们得出不同的星系团中的最亮星系
，
这三

个内察值是不同的
，
但是差异很小

，
这一点同样可以从图中看出

。

几
，�
与久

。

的变化没有相关

性
，
但是�

。

和 �有一些相关
，
即当 �

。

很蓝时
，
介小于平均值

，
这表明可能存在热的紫外源

，

但其强度对不同的星系是不同的
。

对于四个蓝天体�矶
�、 《 �

�

���
，
�

。 ��

与�
�。

之间有相关性
，
即

当�
。 。

反常蓝时
，�。 也反常蓝

。

从 �����的数据
，
我们也可以得到 几

。 、

几
。

和 北值
，

但两种颜色值很不确 定
。
瓦值是

比较精确的
。

图 �给出了对于这些数据两种颜色和 介值随 �的变化
，
同样可以看到它们几乎

没有随�变化的趋势
。

���对附近椭圆星系的观测揭示存在一个热的分量
，
它对应于一个温度为�

，
����的黑体

辐射或模型恒星大气
，
在紫外波段贡献辐射流

‘�� 。

如果我们对上面非常蓝的天体作一个模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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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由一个标准星系和一个在紫外波段对辐射流作出贡献的温度为�
，。��� 的热源组成

，
则我们

得到非常好的拟合
。

而且此模型也能用于比较蓝的天体
。

可能热源是在爆发性的恒星形成中

产生的平行分支恒星或��恒星
，
我们应该继续研究这一问题

。

到目前为止
，
我们已经讨论了星系团中最亮的成员是什么

。

在这个样本中绝大多数的光

谱与巨椭圆星系的相同
，
最多只有��帕的特殊天体

，
它们的颜色反常的蓝

。

当我们观测的不是星系团中的最亮成员时
，

情况就非常不同了
。

我们可能发现活动星系

核旋涡星系
，
或者正在经历爆发性恒星形成的星系等等

【�一习 。

�左林 何香涛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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