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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长基线干涉技术使射电天文观测分辨率高出其他波段三个数量级
。

它所获得的如超致密的活

动星系
、

类星体核结构的直接观测以及射电源中视超光速现象的发现等一系列天文成果
，
为人们认

识宇宙打开了新窗口
。

使用����进行天体物理学研究
，

通常可以分成两种不同的战略
�
一是对个别射电源的形态细节

作研究
，

进而引出结论去解释一类射电源特性�二是对定义的样本进行观测及统计分析以推断它们

的性质
。

本文介绍的����巡天属于第二类
。

通过对近年来一些不同类型的重要巡天工作的介绍及扼要评述
，
以展示这方面的进展

。

这些巡

天由于各自不同的天文目的
，
因而有各异的观测程序设计

。

我们相信
，
其中某些课题方向以及观测

技术方法的考虑
，

会成为中国开展����课题研究工作的有用借鉴
。

从所介绍的巡天工作结果中
，

可以获得很多有关 ����目标的信息
。

它们可以作为进一步����观测设计的直按依据
� 同时也可

以直接作为统计分析工作的资料
。

甚长基线������射电天文观测
，
已经成为以毫角秒乃至亚毫角秒分辨率研究天体物理的

唯一的重要手段
。

用多频率
、

多天线
、

多历元����成图观测
，
已经对许多射电源作了详细的

研究和监测
。

一批像视超光速运动现象这样激动人心的新发现
，
给人们认识宇宙提供了新的

线索
。

八十年代以来
，

对河外射电源的巡天
，
为利用现有����网和今后将建立的����等系统

，

对射电源进行深入的研究和系统的监测提供了候选源
。

巡天所得的统计结果
，
使人们对射电

天体物理 目标
，
特别是对星系

、

类星体的能源和演化有了更探的认识和了解
。

本文将对一些有代表性的巡天作一个简要评述
。

从这些巡天中
，

一方面使我们对不同的

����观测目的及所要求的技术方法有所借鉴
�另一方面这些典型巡天所引出的某些结论

，

将

给在这方面工作的天文学家进一步观测研究提供重要的参考
。

由于不可能对 ���� 巡天作全
面系统的介绍

，
只是希望本文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目前世界范围内����巡天的概况

。

一
、

射电源结构形态及演化的研究

美国夭文学家��������和 ������� 对 �� 个河外射电源完成了 ���� ���� 巡天的研究工

作 “ ’ 。

样本选自����
一
�����的 �厘米强源�

�

和�
�

巡天星表
。

选源的标准是
�

�
�

赤纬大于��
。 ，

对于现有的望远镜有好的�
，�覆盖面，

����年�月�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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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银纬 ��
，‘
����

。 �

�
�

总流量密度�
������

�

���
�

样本包括��个经典射电双源和��个核主导源���呱的流量密度集中在 �角秒范围之内�
。

这��个源中包括��个类星体和�� ��
�
天体

，
��个星系和 �个空场

。

对其中��个源测出了红移

值
，

其范围从�����的�
�

��到一些红移超过 �的类星体
。

所研究的源在线尺度和源的光度 上

有相当宽的范围
。

按其结构形态可以分成 �类
�

经典双源中心子源 �个

陡谱致密源 �个

甚致密源 �个

非对称源�往往是核喷流源� �个

致密双源 �个

其他源 �个

对��个源作����成图是一个庞大的计划
，
对统计工作

，
��个源则是一个小数

，

但是统计

结果表明有以下趋势
�

�
�

大多数致密双源射电频谱有峰值
。

而多数致密源和非常不对称源在宽的频谱范围内有

一个平的复杂谱
。

�
�

大尺度射电结构往往为源的研究提供大量信息
。

值得注意的是
， �个致密双源没有任

何延伸结构
，
而一些非常致密源和非对称源则有

。

在 �个大尺度非对称源中
，

仅有 �个源显

示了较好的毫角秒和角秒的源结构方向的一致性
。

�
�

在����测得致密双源有低偏振 《 �
�

�帕�
，

甚致密源和非对称源�特别是后者�有较高

偏振��一�帕�
，
偏振角与结构位置角的相关性还不清楚

，
可能是由于法拉第旋转造成的

。

在第三历元的观测中
，
试图探察新的视超光速源和确认如��尺度喷流

，
��和��� 尺度喷

流的准直以及超光速运动等现象是如何广泛地存在着
，
并对统计结果作射束理论检验

。

超光速运动是普遍存在的
，
��个源中

，
有 �个发现了超光速运动

，
包括致密平谱源 �如

������
，
致密陡谱源�如������和延展三重源�如�����

、
����� ����

。

如果将来在所有的源中

都发现超光速运动
，
这也是不足为奇的

【，’ 。

联邦德国天文学家������和������等人从��巡天星表中
，
选出了��个源作为完整样本来研

究
。

其选源标准为
�

�
�

赤纬����
。 ，
银纬

’�‘，����
。 ，

�
�

流量密度 ����
�

����
�

�
�

谱指数此界赘
��

� 一 �
�

�邝��俨�
。

这��个源中有 �个类星体
，
�个�� ��

。
天体

，
�个尚无光学认证

。

就其空间结构而言
，

根据���和������观测
，
在��个源中

，

有 �个显示了延展角秒结构
。
����测量在不同频率

上展示的源结构
，
包括从点源到复杂型

。

通过对这��个河外致密源样本的研究
，
希望对下述问题获得有意义的统训结果

�

�
�

有多少活动星系核显示相对论效应�

�
�

相对论喷流的不同节中加速电子辐射的物理机制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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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相对论喷流和它们的发射结的物理本质是什么�

从����年到����年的两期观测中得到了如下结论
�

�
�

一般源分为未分辨天体����� �个
，
�����个�

，

略分辨天体����� �个
，
��� �个�及

类喷流天体���
�� �个

，
�����个�，

�
�

角秒结构除源����十 ��有占总流量密度的��帕的弥散辐射分布在核的两边外
，
其他源

角秒级弥散子源辐射低于总流量密度的��肠
。

在 �个天体中
，

没有发现来自其次要角秒成分的

显著辐射�

�
�

根据已知红移或其下限计算毫角秒源成分的投影间 距
，

至 少 从 ��� ������ ��� 到

��������� 十 ���
。

对 �个显示最大毫角秒结构且其红移已知的源
，
尽管它们的红移不同

，
在

�
�

����和���� 致密辐射的总线尺度
，
仍有同样量级，

�
�

大部分源的毫角秒和角秒结构间显示明显的不对直
。

最大不对直发生在 �� ��
�天体

����� ������
“

�
，

最小不对直发生在����� ����
��

“

��

�
�

比较不同波长不同历元的观测
，

认证了源中的各子源
，
并测定了它们的谱特性以及运

动学特性 �

�
�

研究了波长从�厘米到��厘米间的谱指数分布
。

谱指数的可靠性受各历元的流量变化
、

不同分辨率和不同动态范围的影响�

�
�

在所有情况下
，

能把源的总射电谱分解为个别成分的谱 ，

�
�

经过相间二到四年的两历元观测
，
测定了��个样本源中的 �个

，
其中有 �个源结构没

有显著变化
，
而有另 �个源的角距离明显增加

【 ” ’ 。

除了用���树子源相对论运动直接观测外
，
比较测量和计算得到的核成分的�射线流 量

密度及观测到射电流量密度变化的事实也表明
，
几乎所有源都显示与视线方向成小角度的整

体相对论运动�������
。

因而这些源中显示的超光速运动概率是非常高的
。

结构上的激烈变化

表明
，
��个源中 �个源显示超光速运动

〔 ‘ ’ 。

联邦德国天文学家����够
，
������和 �������

一����等就���� ��个平谱射电源作了 ����

观测研究
。

他们选择样本的标准是
�

�
�

����
�

����
� �

�

�� 一 �
�

�� �
�

��
“

�����
“ 。

其中包括类星体
、
�� ���天体和活动星系

。

此次选源观测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平谱源结构

特性的统计规律
。

这��个源中有��个确认有毫角秒结构
。

对于多数的数据能用简单的亮度模

型来描述
。

在此基础上定义致密度 �作为统计参数
�

�� ���� �含于致密高斯模型中的流量密度�总流量密度�帕

除了����十 ��的所有源
，

通过观测确认在毫角秒区有可检测的辐射
。

即致密结构和平谱

间有预期的联系
。

其致密度 �值与光学认证类型相关
，

对类星体和�� 肠
�
夭体

，
�值高于星

系
。

观测支持了辐射来自部分光学厚同步加速源的假设
。

说明平谱及峰状谱由致密的自吸收

成分支配
，
而陡谱代表光学薄的延伸成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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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射电源的����巡天

二
、

致密陡谱源和低频变源

意大利天文学家�
·

��
���

，
�

�

�����
，
�

�

��
���，

荷兰的�
�

�
�

���������
，
美国的�

�

�
�

�
�

��
� �������等

，
在����波段作了致密陡谱���射电源的����观测

，
首次给出了��个有代表性

的样本源的���尺度射电结构的致密陡谱源�����的研究结果
。

近年来把陡谱射电双源
、

致密平谱源和致密陡谱源看作是三类射电源
。

致密陡谱源样本

尺度从���毫角秒到�一�角秒
，
相应线尺度从�到�����

。

形态分类范围从双源
、

核喷流源直到

复杂型
。
���类星体一般是核喷流或复杂型

，
���射电星系通常是致密双源

。

致密陡谱源的重要特性是
�

���源的线尺度为几 ���� ���没有一个占支配 地 位 的 平 谱

核
。 ���，

从统计的观点出发
，
只有极个别的���源是由子源扩展轴线邻近视线方向而形成的投影

效果
。

而这类源的主体部分必然是
“
真正

”
的小天体

。

它们处于光学母体的内区
。

因而这些射

电源的形成必然受到环境的极大影响
。

如果我们接受这一点
，
则剩下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些天

体没有像典型的陡谱双源那样向大尺度演化� 这是因为它们处于演化的早期阶段
，
还是它们

的弱喷流无力将辐射物质送至光学母体外区
，
或者它们被束缚在一个由过密星际介质形成的

茧壳中间� 这些问题的研究在天体物理学上显然有着重要的意义
��’ 。

从���样本的巡天多频率总流量观测表明
，
在�����

�以下出现频谱转折趋向平直
。

频谱

转折一般认为起源于同步辐射自吸收
。

但是������指出
，
这种解释加之所测得的小源尺 度

，

给出过低的磁场强度估计
，
因而估计的电子浓度过高

。

而要得到比较合理的解释必须将逆康

普顿散射看成是与之有关的主要过程
。

因而通过尽可能邻近转折频率处的高分辨率成图
，
以

决定源中每一个分量的谱极值点
，
对于了解���源的本质及计算内部物理状态

，
与在高频测

量 中发现平谱核有同样重要的意义
。

同时
，
低频观测可能会提供更多的扩展结构的信息

。

��������等人所作的��� ����巡天
，
选源标准是

�

�
�

�� ，�����
�

����

�
�

最大角尺度簇�
“ �

�
�

具有陡的高频谱指数和高度的低频谱弯曲
。

巡天的目的是找出这些天体结构的共同点和它们与常规厘米波突起的致密源的 关 系
。 ‘�’

在高分辨率和高动态范围观测下
，
有陡直谱指数的源一般是���大小尺度并有弱的中 心

子源
。

陡谱射电源在低频所表现出来的形态可变性
，
是天文学家感兴趣的一个问题

。

研究这

种变化不能用通常公认的模型来解释
。

意大利天文学家��������� 等人选出��个显示陡谱指

数的低频变源进行研究
。

由变化的时间尺度推得的线尺度太小
，
且多数低频变源有平射电谱和致密核 占优势的结

构
，

这就难以解释为不相千同步加速辐射
，
除非辐射物质作相对论运动且在与视线成小角度

的方向
。

而陡谱双源难 以解释为轴线与视线成小角度
，

其低频变化可以用星际介质的传播效

应解释
，
无需特殊的源轴线向视线对直

。

但是仅在非常致密源中才产生明显的流量密度变化
。

所以无论怎样解释可变性都要求源流量密度的大部分包含在小尺度�几十个毫角秒�高亮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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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份中
。 �，，

意大利天文学家���������等人
，

通过两期���� ����观测指出
，
河外射电源的低频变化或

是相对论效应或是星系闪烁效应所致
。

观测表明
，

��一��肠变源的流量变化与不同形态的爆发有关
。

这些源一般有明显的结构

变化
。

致密成分角大小增加
，
膨胀速度与由低频变源常用的因果假说所推出的 �值相符

。

这

些变化可解释为源内在变化的相对论效应
。

对高低频变化不相关
、

中间频率活动最小的源
，
可用高频内在的变化及低频外来的变化

共存来解释
。

在显示低频变化的源中未观测到超光速运动现象
，
很可能是外来的变化—星

际闪烁所致
。

问题是可用相对论模型来解释的源有多少� 其所要求的洛仑兹因子有多大
，
多少源可用

闪烁模型描述
，
相应的星际介质参数如何� 这些都是目前无法回答的

。

从��个���样本源������ ��年变化参数均方根变率及时间尺度的统计研究
，
发现��呱

至��务的源显示出两个不同的时间尺度
。

其中一些源的变化与宽频带活动相联系
，
认为是真

正的内在变化
。

其余变源有不相关的低频及高频活动
。

较短时间尺度及变化率服从������
’ � 了�
规律��为银纬�

，
可用星际闪烁理论来解释

。

但大

时间尺度变化
，
是与来自较大成分的星际闪烁有关还是这些源的内在变化尚不清楚

【 ‘“ ’ 。

三
、

射电星系及特殊射电源����巡天

西德天文学家������和�����
�用����皿����系统观测与双瓣类星体相关联的弱核样本

，

发现了毫角秒结构与外部结构对直很好
。

如用相对论喷束模型解释超光速运动
，
预示着在没

有任何定 向偏见选择的双瓣射电源核中
，
这种效应应该是十分罕见的

。

他们选出了��个类星体作样本
。

选择的标准是
�

�，“ ���

��
�

���� �，���� 视角妻 ��“ 。

目的是检验弱核的毫角秒结构是否同大视角的相对论喷流设想一致
，

并探察其可能的运

动
。

第一期观测的 �个源中 �个显示了毫角秒尺度的致密结构
。

源����� ��的图显示间隔�
�

�

��
�位置角���� 的双结构

，
同外部双瓣的位置角很接近

。

源����� ��显示细长结构
，

位置角

约��
。 ，

大体与较弱的东瓣位置角相同
。
已发现的视超光速运动源�����也显示了毫角秒 双

结构和角秒喷流间较一致的排列关系
。

研究结果还表明
，

这些源没有显示常见的核优势源中结构的非对直
。

在源����� ��核中

发现的双结构
，

使这个源成为第二历元观测中测量可能运动的合适候选源
。 �‘ ”

联邦德国天文学家 ����
��着重评述了距离小于 ������ 的活动星系核的厘米波和分米波

����连续观测结果
。

在这个距离上
，

星系一般不显示像强射电源的那种极为激烈和罕见的核

活动形式
，
较多地呈

“
普通

”
形核活动

。

邻近星系包括少数弱经典射电星系
，
多数是塞佛特星

系和低活动
“
正常

”
星系

。

它们的总射电辐射一般是弱的��
����《 ���

’���
·
�一 ’ ·

��
一 ，
�

，
其致密

辐射核辐射亦是如此
。

邻近射电星系核的����观测
，
因为有较高的空间分辨率而涉及一些基本问题

。
如活动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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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能源对延展辐射区的供能过程
，
辐射机制和核活动在不同谱区的现象关系等

。

实际上这

些基本的物理过程的本质在许多情况下是不清楚的
。

诸如大多数表观的多样性能否理解为少

数通用的工作机制�
“
中央发动机

”
及对外部辐射区供能过程在不同尺度的特征如何� 物质被

高密度天体吸积是否就是多数核活动中起作用的主要能量释放过程� 恒星形成的爆发是否对

于核活动的较弱形式更重要� 喷流形式的连续物质定向外流这种宇宙现象
，

在多大程度上支

配了非热射电源的结构及演化�

迄今
，
只有对低强度射电核才能通过观测来解答上述问题

。

邻近星系的 ����观测选用

了�。个源
，
至少其中的��个���肠�显示了尺度毛 ���的结构

，
��个源��� 帕�有尺度 《 �

�

���的

结构
，
�个����

，
���

，
�����有尺度约为�

�

����的结构
。
��个源在�

��波长在小于��� 尺度

上测得的平均相关流量密度约为 �����
。

在正常星系中尺度���� 的 �� 个最亮射电 核 是
�

�����
，
�����

，
�����

，
�����

，
����

，
�����

，
���

，
���

，
���

，
�����

。

其中���是有甚小尺

度结构而又研究得最多的天体
。

由流量和尺度测量得出的结论是
�

在一个相当宽的强度范围内
，
低亮度活动星系中心普

遍地存在着尺度� ���的非常致密核
。

在任何类型的星系中
，
平频射电源���� 观测有较高的

发现率
，
这支持了占优势的辐射机制是相对论电子同步电子加速辐射的观念

。

看来好像是本

质上弱的天体比强射电源有较小的射电核
。

为了排除选择效应的可能
，

有待空间����对遥远

的强源观测
。

列出的��个天体中有��个���呱�显示延展���
护
�射电结构

。

其中��例有���� 或塞佛特

星系相关联的双结构形成
。

��个塞佛特星系中的 �个
，
是已知的约有����尺度的双结构

。

比

较这些天体中的小尺度结构和大尺度结构
，
可引出如下结论

�

射电核延长的线状结构及其与较大尺度特征相对直
，
似乎是一种规律

。

对邻近星系射电

核的图像或模型的了解
，
还不足以和强射电源核结构作有意义的比较

。

但是愈来愈多的证据

表明
，
同中等活动核或塞佛特核相联系的射电展源

，
有着和射电星系或类星体相同的供能机

制
，
即发自小于���尺度的非热物质喷流提供动力

。

邻近星系射电核的小尺度和线性结构
，
不

利于恒星爆发假说
，
却支持准连续外流的吸积模型

。 【 ‘，，

������始大学�������
等人作了�� 劫

�型天体���偏振特性巡天研究
。

通过���间隔 半年

至一年的����巡天
，
所研究的源都显示了某种偏振流量结构

。

此结构一般比相应的总强度图

所显示的范围大
。

核偏振量为百分之儿
，
喷流偏振量高达��一�� 帕

。

观测历元间有相当的结

构变化
。

还观测到����� 的视超光速运动
。

希望通过多历元的巡天
，
展现更丰富的材料

，
从

而有助于了解这些天体的本质
【 ’�’ 。

联邦德国天文学家������和 ���� 新近的瓣优势射电星系 ����� 和 �� ���
�

�中心成分的

����观测
，
显示了致密辐射区结构中的变化

。

在����中类喷流特征的消失意味着有速度约

��的
“
超光速特性

” 。

在�����
�

�中有明显的重复喷射
，
速度为�

�

�� ��
。 � �����������

。 ‘ ’ ‘ ，

意大利天文学家���������等作了射电星系样本����核的巡天
。

他选了��个在����源流

量密度�
亡

�������的样本
，
这些样本的光度范围为

�

����，
�����二 ��

�

�一��
�

����� 。

用快拍方式观测给出源的大小及核成分流量
，
并用模型拟合给出其中一些源图

。

除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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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外的所有源
，
都显示出相当部分的核流量来自小于儿个角秒的结构

。

��个源有大体同样的

流量����帕�在��
�尺度

，
另外 �个约有一半核流量

，
大多数源����流量的大部分在单致密

成分中
。

他们还准备对所选样本作成图观测
。

美国�����等人作了相对论束和双瓣类星体的研究
。

选出��个样本源
。

其选源标准为
�

��，���
�

����������
。 ，

��
，‘
����

“ 。

主要目的之一是研究样本源中的超光速度分布
。

这是对相对论束模型等相互竞争理论的

最有力的判据
。

此项巡天已发现两个毫角秒级超光速源������
，������

。 ‘���

�
�

�
�

������和�
�

�
�

������对任意取向的类星体样本作了超光速运动的巡天
。

双射电源

弱核中的超光速运动探测是检验射束模型的关键
。

他们选了��个样本源
，
选源标准为

�

�，“ ��·

��
�

����批 。
� �。 �延展结构���

�， 。

在��
�

����的观测
，
发现多数核有和核优势源的核类似的简单结构

。

一般可 以用两个子

源模型描述
。

观测发现有 �个源������
，
�����

，
����十 ����存在可以认为是超光速运动的结

构变化
。 ‘�，�

四
、

全天及南天的����巡天

�
�

�� ��� ���� 普遍巡天是由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 实 验 室 �������
，

��������’

������哪
，

��������和澳大利亚�����无线电物理部������� ，

及南非����的 ��������共同完

成的
。

这项巡天用毫角秒空间条纹完成分布于全天的����个射电源普查
。

选源标准是
�

�
�

全天跨度
，
包括���� ����

。

所有天区 ，

�
�

����
��巡天及����一刀心��巡天星表中

，
义男赘

」�
��

�

���
， ��� 的所有源

，
�复男鹊

】 � 》
�

�

口�
，�� 一 �

�

�的源的��帕
。

从����年到����年进行了��次观测
。

平均分辨率为�
�

����
，
接收方式为右旋圆偏振

，
数

据记录用����的���� ��系统
。

����个源中有 ��� 个源经过认证
。

其中有 �� ��
� 天体的��呱

，
类星体的 ��帕及星系的

��帕
。

通过系统的��班全天普查建立了一个综合的超致密天体射电星表
。

表中给出了源名
、

位置
、

谱指数
、

红移
、

光学类型
、

光学星等
、

编号
、
�

�

����
�
总流量密度

、

相关流量密度
、

根据总流量密度划分的相关流量密度变化量
、 �一，空间频率

。

汇表不仅为观测者提供了参考依据
，
而且可以用于射电源性质和宇宙理论的统计研究

。

对于多种天体物理研究及����天体参考系的形成也是十分有用的
。 【 ‘�’

�
�

����平谱射电源的完整样本巡天是由��
�����等人共同完成的

。

选源标准是
�

��
� ，���》 �

�

���� �复�早服孟� 一 �
�

�，

��
“

��� 一 ��
。 ，
��

，‘
����

“ 。

这些平谱射电源具有强的致密毫角秒射电核
，
其光学对应为类星体或活动星系

。

用 ����

观测以确定致密核射电辐射所占的比例
。 【 ‘ ”

南半球的 ���� 实验
，
是美国 ������� 等人在����年 �月和 �月用 �架南半球的射电 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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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镜作了南半球首次����巡天
。

使用频率为�
�

����和�
�

����
。

他观测了南半球��个射电源
，

并给出所观测源的����模型和图
。 〔�“ ’

综上所述
，
����巡天的主要对象是河外源

。

包括类星体
、
�� ��

�
天体及活动星系

。

研究

的课题是极为丰富的
。

包括强射电源
、

弱核源
、

致密双源
、

平谱源
、

陡谱源
、

致密陡谱源
、

低频变源等等
。

表 �列出上述有代表性的����巡天简况
�

作 者 � 源 名

表 �

源数

有代表性的����巡天一览表

�����

》》 ���

�����

�����

观测频率 成图否 参考文献

�
�

�
�

������� 活动核和类星体

河外源

平谱源

���

���

陡谱源

河外源�����

类星体

邻近星系

����

使用天线

���
，

�����

�
�

������ 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个成图

����成图

模型拟合

�
�

����� �
�

���� ��� �天线

���

成图 〔�」， 〔��

�
�

�
�

�������� �
�

����

�
�

��������� ��� ������ ������
�

��� 部分成图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叮一�一一一一

�
�

��������� �
�

����

�
�

�
一

�
一

�
�

�
一

�
一

�
一

�
�

�
�

�、

一����叫一叫一，�
�

�
�

������ 了��� ��� �一�天线 〔��〕

�
�

������ �
。

����
成图 仁���

�
�

�
�

������� �� ���型 多历 元 ����

�
�

������ 射电星系核

射电星系

双瓣类星体

类星体

全天

平谱源�南天�

雨半球

���� ��� ��个天线

���〕

〔��〕
一�一一�一一名一一︸一一︸︸户�︸一

�
�

�
�

�
�

�
︸

…
一

�
�

�
一

�
︸

�
一

�
�

�
一

�
︸

�
�

�
一

，
�

�
一

�

�
�

����肥��� ���� ���
，
��������

���
，
���

拟成图 ����

�
�

�
�

����� ��
�

���� �个成图 〔���

� �
�

������ ��
�

���� ���
，
��� 〔��〕

� � �化���� ���� �
�

����� 题���

�
�

�
�

���
����

�
�

�
�

�比����

�
�

了���

����������
，
�����

，

���������
，
�����������

������
，
��

，
����

，

�
�

������

�个南半球天线

部分成图 仁��〕

�
�

�
，
�

�

���� 成图 仁���

注
� ���—全球 ����网

， ���—欧洲网
， ���—美国网

。

由于����观测具有很高的分辨率
，
因此在巡天中获得了不少有意义的结果

，
发现了经典

双源
、

核优势源及延展类星体弱核等源的毫角秒结构及其频谱分布情况 ， 找到了一些视超光

速源
，
对检验相对论喷束理论起了重要作用

。

像�����就是具有���双结构和角秒喷流的典型

视超光速源
。

��班巡天在选择样本源时主要遵循两方面的原则
�

一是组成���� 网的系统灵敏度和分

辨率
，
就其能力进行选源 以得到高质量图� 二是针对所研究的题目选择适当的完整样本

。

例

如通过一定数量的样本源观测
，
从中发现一些有意义的现象

。

或通过几个特殊源找到更多的

类似源
，

从中获得一些统计性规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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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上的����巡天多数使用厘米波段
，
如�

�

����
、
����

等
。

如果能够在米波和长分米波

段开展一些����巡天工作
，
那将是很有意义的

。

在发现一些源的结构特性尤其是源的较外部

结构特性时
，
可能与厘米波段分布有所不同

。

在研究陡谱分布方面
，
可期望在其低频端获得

有价值的结果
。

本文为����巡天的一个简要综述
。

在此基础上的另一篇文章
，
将列出有代表性 的 经 过

����观测的射电源表
，
并试图引出某些统计结论

。

本工作作为�������课题的一 部分
，
得到国

国自然科学基金会的支持
，
作者在此表示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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