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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一个射电星系波瓣的可见光同步加速辐射

三十年来
，
夭文学家一直在通过射电望远镜和

光学�可见光�望远镜观测双瓣射电星系
，
并且发现

了这些源的许多不同的图像
。

把这射电波图成像时
，

就可以见到两个发亮的弥散的云状结构�或波瓣�
，

中心常常也有一个致密源
。

并且随着观测技术的改

进
，
发现在致密源和一个或两个扩散波瓣之间有喷

、

流
。

另一方面
，
射电星系的光学图像通常是不显著

的
，
仅仅显示出在射电图中最中心的星系

。

直到最

近
，
很少迹像表明从展瓣检测到可见光

，
而这些展

瓣在射电图像中却是非常明显的
。

虽然
，

所有星系都在某种程度上发射射电波辐

射
，
但只有那些射电辐射比我们银河系强几百倍 的

活动星系才被称为
“
射电星系

” 。

射电星系的外貌和

特征清楚地表明
�

在活动星系中心的某种 类 型
“
引

擎
”
正向整个射电源提供能量

。

天文学家感兴趣的是

去寻找有多少源显示出喷流和发现更多有关展瓣的

问题
，
以便他们能了解展瓣所需要的大量能量是如

何离开星系核的
。

他们还希望了解这些能量是如何

转变成可见光和射电波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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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出了射电

源 ����南瓣有光学偏振辐射的几乎肯定的证据
。

这

个特殊射电源的光学对应体是一个 �型星系
，
红移

���
�

��
。

并非������������和 �����首先从这个区域检

测到光学发射
， ����年国立密执安大学����� ���

�

��� 就拍摄了这个发射体并得到了它的光谱
。

她 的

观测表明
，
光斑在蓝端约为��

�

��等
�

������的光谱

显示出发射线—受激发的扩散气体的特性
。

他得

到的光谱线的红移小于以其核为两个发射波瓣供能

钓 � 星系
，
呈现的南瓣正以约每秒�

，
��� 公里速度

离开中央星系�通常朝着我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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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结果来自发射光斑的偏振光观测
，
观测是用

智利恤 ����� �
�

�米望远镜以���照相机完成的
。

观

测结果表明可见光是高度偏振的
，
偏振度在，�拓到

��拓之间变化
，
偏振方向与从瓣的最亮部位到 星系

核的方向一致
。

新观测的最大贡献在于更清楚地证实了光学斑

点与射电热斑在天空处于相同位置
。

而且可见光的

偏振与射电波的偏振对应一致
。

根据这些事实
，
再加

上以前���
�� ������所作的观测

，

特别是光学光谱
，

就可推断可见光辐射很可能产生在发射射电波的 同

样区域中
。

在两种情况 下 观 测 到的辐射的发射机

制都是同步辐射 � 同步辐射是由电子以接近光速 沿

磁力线以螺旋轨迹运行而产牛的
。

它与热辐射不同
，

后者是物体的内部热能的简单辐射
，
这两种辐射有

不同的频谱
。

此外
，
热辐射是不偏振的

，

除非它通

过能使它偏振的中介物质
，

而同步辐射有高度的偏

振
。

由从射电到光学的波长范围的同步辐射过程 的

知识
，
我们能够再次检查粒子怎样在这些源中得到

加速和辐射如何发生的各种模型
。

光学同步辐射很

快耗尽它的能量
，
而正在发射光的电子不能运行到

远离它们被加速到相对论性速度的地方
。

因此
，
绘制

光学发射区的位置也就得到了这些加 速 区 域 的位

置
。

计算表明
，
电子在它们被加速的这个源中的移

动不会大于 �角秒
，
因为这与用光学作图可分解的

尺寸大致相同
。

故观测者实际上看见的是射电瓣 中

的活动区
。

由于光学发射不正好为点源
，
作者认为加

速区尺度至少为�
，
��。秒差距 〔����光年�

�

关于电子

是怎样被加速的模型
，
感兴趣的读者可在�����己中

找到有关理论的原始文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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