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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星体对����� ����
，
�是否为第七个引力透镜的像�

由于������所发现的双类星体 ���������
，
�

有相同的红移和非常相似的光谱
，

故 ��临��
��� 和

������等认为它们可能是一个新的天文引力透镜系

统的候选者
�

这两个类星体在天空相距���角秒
�

如

果进一步的观测能肯定它们确实是某天 体 的 两个

像
，
那么

，
它们可能具有到目前为止已观测到的引

力透镜所成的像中最大的像间角距离
�

对类星体 ���������
，
�是否为引力透镜的像

，

尚存在某些异议
，
主要可归纳为下面两个方面

�

��� 某些观测结果不支持它们是引力透镜像的

说法
。

如果星系起着引力透镜作用的话
，

那么
，
由它所

形成的像的角距典型值是�
护，
而星系团作为引力透

镜时所产生的像间的角距可远远超过上面数直 大

质量的黑洞
、

宇宙弦和其它物质都可像星系团一样

起着引力透镜的作用
�

一个星系团起着引力透镜的

作用时
，
它将产生 ��������

一�������效应
，
即穿

过此星系团的微波辐射背景将被改变
�

在目前的观

测水平上
，
我们有可能探侧出这种变化

。

����� 等

在 �毫米波长上
，
用一个直径为��� 角秒的方 向瓣

去搜索这种效立 搜索的天区为东西向长 ��
‘
的 长

条
，

中心位于类星体中间的一点
。

在�『“
水平的微

波辐射背景上
，
观测结果否定了这种效应的存在

。

据此
，
他们认为����十����

，
�可能是两个不同的

类星依
���有三个可能为引力透镜像的候选者

，
但没

有明显的
、

可见的成镜天体
。

它们是
� ����十 ���

��二�
�

���类星体对间角距������
，，
�� ���� ����

����
�

���八口二�
“
������� �������

�

���△���，，
�

。

如果这三者都是引力透镜所形成的像
，
那么

，
像的

数目均为偶数
�

由于缺少一个明显的起着透镜作用

的天体
，
就产生了一个严重的

“
隐 匿 物 质

”
的 问

题
� “

隐匿物质
”
的质量是如此之大

，
对 ����十���

的估算值大于 ��，，
�。 �而对��������几乎近于���‘

��
�

������研究了星系协中这些类星体对是有物理

差异的类星体对的可能性
，
他们认为在特别丰富的

星系协中
，

这种类星体对的出现是可能的
。

他们分析

了上述三个候选者的已出版的数据后
，
认为从已有

数据无法辨别它们是某一天体被一个不可见的天体

所形成的两个像还是星系协中两个实质上不同 的类

星体对
。
�������等认为

，
在前面所提到的三个天

体中
， ������� 是最有可能为星系团中两个实质

上截然不同的类星体球

张福俊据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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