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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世界实验室〕，天文和天体物理分中�

的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天体物理中
�

的

提 要

本文介绍了
“
国际紫外探测器

�

卫星 ���������������������������������
，
简称����

，

评述�

���发射十年来在类星体紫外光谱方面的研究工作
。

类星体连续谱中的 ��。 。埃 隆起
，
可用巴尔末连

续的复合辐射来解释
，
但也不能忽略�� 亚线

，
高阶巴尔末线及光厚云的贡献

。

对 ���一����。埃的大

隆起
，
通常认为由类星体中央大质量黑洞周围吸积盘的热发射产生

。

类星体紫外谱指数随红移增大

而变平
，
则可能暗示着大隆起的演化

，
但也可能是大红移类星体选择效应的影响

。

类星体紫外发射

线�� 的等值宽度与连续谱背景光度之间存在的很好的负相关性
，
即所谓的 ������� 效应

，
是连续

谱光度与电离参量 相关的结果
。

在切仑柯夫 线辐射理论的框架下
，
紫外发射线��� 相对于�万线的

微小红移
，
正是理论预言的切仑柯夫红移值

。

由此
，
估算出第二能级的粒子数布居 �

�。

对 �����及

����� ���的具体估算表明
，
这两个源的宽线云中 ��区温度分别为 ����一������ 和������

，
这些

温度产生的黑体谱的峰值波长位置恰好在 ����埃 附近
，
为解释 ��。 。埃隆起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

。

一
、

引 言

紫外波段 ����是天文观测的重要
“
窗 口 ”

之一
。
����年以前

，

人们通过气球
、

火箭把紫外

探测器送出稠密大气层之外
，
对个别天体作过少量的紫外观测

。
����年 �月 �� 日

“
国际紫外

探测器
”
����� 卫星发射上天

，
标志着紫外天文学的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

。
���卫星可对

不同层次的天体
，

如行星
、

彗星
、

太阳
，… … ，

直至赛弗特星系
、

类星体等活动天体作紫外观测
。

���望远镜所覆盖的波长范围为����一���。入
，

极限星等为���
�

�
。

类星体是遥远的天体
，
���

观测需要长的曝光时间
，
十年多来

，
���卫星 已获得四百多张�包括一百五十多个类星体的�紫

外光谱
，
为研究类星体的紫外光谱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

对其他较近的天体
，
���获得的紫外观

测结果就更多了
。

自���工作以来
，
人们利用它的观测结果已做了大量的科学研究工作

，
表

�列出了 ����年到 ����年间在国际主要学术刊物上发表的与 ���有关的论文统计结 果
。

从

表 �我们可知
，

紫外天文学领域的研究工作日趋上升
，
异常活跃

，
����年 �月 �� 日一��日在美

国哥达德空间飞行中心 ������举行 ���十周年纪念的国际学术会议
，
因各国学者提交的论

文太多
，
组织者只好把会议文集分成上下两册出版

。

国际上人们对 ���卫星的兴趣由此足见

一斑
。

����年��月��日收到
。

，国家自然利学盆金重 万 日资助裸恶
。



�期
程富华

，
程福臻

� ���卫星和类星体的紫外光谱

软 � 我用���资料作的科研论文统计

淤淤燮乙乙乙
������ ������ ������ ������ ������ ������ ���弓弓 总 计计

����� ���� ���� 弓��� ���� ���� ���� ���� �����

����� 皿皿 ���� ���� ���� ���� ����� ���� �����

������ ��� ���� ���� ���� ���� 卫卫 刀刀 �‘���

������� ��� ��� ��� ��� ��� ��� ����

������� ��� ��� ��� ��� ��� ���� ����

其其 他他他他他 ��� ��� ��� ���� ���� ����

���包括�
�

�
�

���������������������

总总 计计 ���� ���� ����� ����� ����� ����� ����� ����� ������

我国对紫外天文学的兴趣及研究工作也已经开始
�

八十年代初
，
有人向���天文台提交研

究课题
，

申请观测时间 � ����
，
����年我国便有人去西班牙的 ������ 及美国的 �� �天文台

作观测 �����年开始有论文出现在有关 ���卫星的会议文集或其他学术刊物上��，�， “ 〕 。 但我

国利用 ���做工作还不够多
，
参加的人也太少

。

我们的目的
，

希望通过本文对���卫星的简

单介绍及对类星体紫外光谱研究的评述
，
能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加入紫外天文学研究的行列

，
以

促进我国天文事业的全面发展
。

� 儿

二
、

���卫星简介

���卫星于 ����年 �月 �� 日送入轨道
，
由美

国国家航空与航天局 ������
、

欧洲空间局�����

及英国科学和工程研究协会 ������ 三家管理
，
面

向全世界科学家
。
��� 设有两个地面控制站

，
一在

美国 ���������的哥达德空间飞行中心
，
另一个在

西班牙马德里的 ����������
� 的卫星跟踪站 �����

����
。

此外
，
在美国 ������� 的科罗拉多大学也

设有 ��� 资料中心
。

按规定美国地面站使 用粤时
一 ” 一 、 ”

’

一 �

一 “ �一� 、
一

�

一一
一

� ��
‘ ’ 一

�
’

间 ‘每天 ��，�‘时，，
�‘����使用音

‘每天 �，�、时，。

图 �是 ���卫星上科学仪器的光路图
。

望远 镜 口

径为 。 �

�� 米
，

内有两种不同功能的摄谱仪
，

可分别

工作在短波段和长波段
。

每一种摄谱仪除有一只主

相机外还有一只备 用相机
。

通 常 将 短 波 主 相 机

�����和长波主相机����� 作为标准的探侧器
。

长波备用相机�����有些间题
，
但仍可使用

，
不过

二
�

�

万万万万」」

汉汉汉汉
�����������

�����������������

腻腻腻腻腻腻川川川川 ……
图 � 【��科学仪器的光路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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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敏度 已有所降低， 短波备用相机 ������则因失控而无法启用
。
���各相机的波长覆盖范

围可见表 �
。

由于望远镜不能精确地指向被观测的目标
，
因此要用一个

“
精密误 差 传 瘾 器 沙

衰 � ���相机的浪长，盆范�

相相 机机 高 色 散散 低 色 散散

全全全 部 搜 盖盖 部 份 覆 盖盖盖

���、���� ����一����埃埃 ����一����埃埃 ����一����埃埃

������� ����一����埃埃 ����一����埃埃 ����一����埃埃

������� ����一����埃埃 ����一����埃埃 ����一����埃埃

������来协助定向
，
���工作于

可见光波段
，
它既是相机

，
又是补

偿星跟踪器
。

对 ���卫星的详细

描述可参见文献��
，��

。

图 �是我国研究 人 员 利 用

��� 望远镜观测到的紫 外 光 谱

图
，
其中图 ��是类星体 ���� �

���的 ���光谱��
，
��

，
图 ��是赛

弗特星 系 ����� ���的 ���

光谱���
。

从紫外光谱上
，
我们便

可得到有关天体连续谱
、

发射线

强度
、

宽度等的各种资料
。

例如
，

利用���在����一����人波段上

的光谱
，
我们便可测连续谱的紫

外谱指数 “ ��
。

为排除发射 线的

影响
，
我们在测���时往往在连续

谱上选择几个
‘
窗口

” 。

在静止坐

标系中这几个
“
窗 口 ”

的中心波长

�及全宽�分别为 ����入���人�
、

����人 ���入�
�

����入 ���入�

及����人���人�
。

然后我们用一

条直线去最佳地拟合这些选出来

的连续谱
“
窗 口

， ，

这条直线就是

该天体在 ��� 波段的连 续 谱
，

由该直线我们便可 定出 �。 。

详

宁洲甲甲甲日�钾少
�乞乙‘

而丁一
一 �‘�� ���� ��加

·

为

类星体 �������� 的 ��� 光谱图
。
图中三个箭头所指的不

是发射线
，
而是宇宙线造成的「“ �

一�︸恤一划，曰
�
，�目习

��� 么� ���

���

、，彻

耐耐气

�

�
沁

�，叫
工
�，日
。·

外
�������卜�‘

�弓��� �议姆 �侧扣

盆�二�

赛弗特星系 � � ��

，佣 侧刃

�拐 的 ���光讲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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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的办法参见文献，�。

一般每年下半年可向���天文台提交研究课题
，

申请下一年观测时间 �也可申请任何时候

作调档研究��������� ������
。

为使研究课题易被接收
，
在申请报告中必须强调研究课题的

重要性
、

必要性及可行性
。

在我国目前天文观测手段有限的条件下
，
利用国际一流观测手段做

我们自己的研究课题
，

是值得重视和推广的一种好办法
。

三
、

类星体的紫外连续谱

�
。

连续潜的隆起

�����
� 和 ������� ����年对类星体和赛弗特星系的近红外光谱的研究��〕

，

发现可用一

幂律来标志该波段的连续谱
，
并预言幂律会一直延展到软 � 射线波段

。

但对类星体和赛弗特

星系的多波段�包括紫外�复合谱的测量发现
，
不能用单一幂律去拟合从红外一直到 � 射线整

个波长范围的连续谱��，���
。

令人感兴趣的是连续谱在 ���一�����人之间有一个
“
大隆起

”
����

�����
，
而在 ����人附近连续谱还要

再突出一个小隆起
，

称为
“ ����入隆起

”

�����人�����
。

图 �是类星体 ���

����
一
���的合 成 谱 �取自文献���〕�。

类星体和赛弗特星系中的隆起
，

是非

常引人注目的观测现象
，

对隆起的解

释立刻成为类星体研究中 的 热 门 课

题
。

人们普遍认为隆起不是非热成份

所致
，

而是类星体内部热成份对连续

谱的贡献
。

最 初 ������ 用 斜 率 为

一 �
�

�的 幂律
、

巴尔末连续复合发射

及温度在 �����一������之何的单个

黑体谱去拟合赛弗特星系 和 类 星 体

��卜� �
粤� 幕律��习

引
���

�
暨「，�� ’

�卜弓

��� �头肠 一 �邓

合成谱

巴尔末连续
、 、 � ，

‘ 口 �户 �� �口 日户 碑
‘ � 护 口

抵� ��
�

�

外部

一一」一
��

�

� �吞
�

� 场
�

石

��公、 �压�

图 � 类星体 ������宁�卫�连续谱合成的示意图 ����

�����的连续谱卿
，

取得成功� 然而对红移较大 一些的类星 体 �如 图 �所 示 的 ��������

���
，
� 二 。

�

��
，
���短波相机可测到 又二 ���入 附近的谱�

，

用单个黑体谱就不足以拟合整个

观测到的大隆起了
，
于是 ������ 提出一个吸积盘的模型����

，
即类星体中央大质量黑洞周围

吸积盘的热辐射模型
。

图 �中
“
外部

” 、 “
中间

”
及

“
内部

”
三条曲线就是 �����

� 把吸积盘分成

三个区域① ，

用局部黑体辐射计算所得的每个区域热辐射的贡献
，

这三部份贡献之和就是图�

中
“
吸积盘

”
曲线

。

显然
，
用了吸积盘模型后

，
热成份对

“
大隆起

，
的贡献就比单温度黑体覆盖的

频段要宽
。

至于 ����入 隆起
，
������ 仍认为主要由巴尔末连续复合发射产 生

。

最 近 ���

和 ������ 用非局部热平衡的恒星大气模型计算了活动星系核连续谱中吸积盘的贡献���」
，

顶

言了直接可观测验证的
“
赖曼限吸收边

”
的存在

。

然而遗憾的是在类星体中并没有许多这样 的

① 所谓
‘
内部

” ，

即盘中的点到中奥黑洞距离小的部份
二“
外部气则为距离大的部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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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收边

，
被测到

，

他们解释的原因有两个〔及〕 ����盘表面的发射物质的巨大的多普勒运动使吸

收边展宽 ����盘产生的谱
，

其固有的赖曼不连续性可能就很弱
，
因此对一般的低信噪比的类星

体谱就很难测到
。

对�。 。 。入小隆起的解释
，
除上述巴尔末连续复合发射的贡献之外

，
还有大量

的宽的���发射线的贡献 〔��〕、 高阶巴尔末发射线的贡献 〔��〕�最近的工作表明〔��〕，宽发射线云

内部 ��区温度一������
，
由于��区是光学厚的〔场〕，故 ���� 产生的黑体辐射

，
其峰值恰好在

����人 附近
，
这种光学厚的云对 ����入隆起的贡献也是不可忽略的

。 〔“ 」������ 的吸积盘模

型
，

要求是
“
薄盘

” ，
即几何上薄

、

光学上厚的盘
，
这种

“
薄盘

”
会有各种不稳定性

，
因此

，
更为合适

的可能是几何上厚的环����
，

或双温度热盘 〔��〕，或热冕盘 〔��丁。 由于大隆起一直延伸到超远紫外

�����和软 � 射线波段
，

而类星体在这些波段的连续谱很难观测到
，
故与这些波段的谱相对

应的吸积盘内部的结构细节尚不清楚
，
更进一步的工作有待于哈勃空间望远镜 �����送 入

太空
。

�
。

连续谱隆起的演化

在对类星体和赛弗特星系的紫外谱的观测研究中
，
人们发现

，
紫外谱指数 ��� 随着红移增

大而变平��
，�，���

，
这正与 ���������和�����������年的结果相反���〕

，
他们得到的谱指数随

红移增大而变陡
，
而且从 ���������和 ������� 的结果出发

，

������ 认为是由于星系际尘埃

所造成���」
，
��������和 �������还对 ���������和 �������的结果作�进一步解释���〕

，
认

为是类星体的
“
红移截止

”
所致�相信截止于� � �

�

��
。

事实上
，
要研究类星体连续谱形状的演

化
，
即研究谱指数与红移的关系

，
我们必须对不同红移的类星体比较它们在静止坐标系中相同

波长范围的谱的区域
。

可是 ��������� 和 �������的工作正好疏忽了这一点
，

得到 了 不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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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不同红移范围的类星体及赛弗特 �型星系的萦

外谱指数 ��� 分布直方图
。
图中…… 表示 增

加 � �����
和 ����� �石。 ，“ ��的 观 测 资

料工叨

类星体及赛弗 特星系的紫外谱 指 数 ��� 与
，�� �

�

摄
歹�的关系图

。
图中

·

为大红移

类星休
， �为次大红移类星体

�▲为中等红移类
星体

， △为低红移类星体， �为赛弗特 工型星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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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星和类星体的紫外光谱

确的结论
。

程富华 ������ 〔��〕及�
�����������〔��� 首先对各种不同红移范围的类星体样品

�也包括赛弗特 �型星系�
，

求出它们在静止坐标系 ���。一����人波长范围的谱指 数 ���
，

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 、 ，�
后对 ��，

在不同红移间隔范围内的分布作比较
，

同时也作了 ��� 与 ����下�平豁
�

�的关系图，、 ， ，二 一 。 ，

协
，

一 � 二

一�
一 ， ，，

曰 “ 囚
『� ” ， � ‘ ，� ” � �” ， ” ，

� ” ’ 一 ’ ， � 一� �� 十 � � �
’

一 ‘
一

’

一

�参见图 �
、

图��
。

由图�
、

图�我们清楚地看到
，
平均地讲

， �。 随 � 增大确实有变平的趋势
。

以上分析使我们相信星系际尘埃的红化对类星体影响甚小
。

如何解释 ��� 同红移 � 的相关性呢�一种可能性是连续谱中
’

热成份的演化
。

如果忽略掉

非热幂律的微小演化效应①，
则当热成份温度升高 �例如吸积率 �增加�

，
则它的 峰值会抬

高并朝短波方向移动
，
使得合成谱在紫外波段变平

，

使测得的 ��� 的值变小 � 反之
，
则变陡

。

由此
，
我们自然联想到

，

对大红移源
，
其发光较早

，

而谱较平
，
表示类星体早期的光紫外成份多

，

热成份温度高
，
隆起较大 �随着演化

，
温度降低

，

谱变陡
，
隆起变小

。

对 �。 与 � 之间的相关性

的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是由于大红移类星体的选择效应 〔器」。

在图 �中
，

若把大红移样品抽掉
，

则 � 与 口。 的相关性便会减弱
。

也许最合适的解释可能是上述两种解释 的综合
，
随着观测仪

器灵敏度的日益提高
，
我们会得到满意的解答

。

�
�

类星体�����的连续谱

�����是很亮的小红移类星体
，
它的紫外谱也是人们重点研究的对象

。

对 ����� 紫外 光

谱的研究有两个特点
�
���长时间的紫外监测 � ���紫外

、

远紫外和超远紫外几乎同时观测
。

���卫星对 �����九年的监测资料表明〔��〕 �在几个月的时间尺度上
，
����� 的连续谱会有两

倍大小的变化 �但 ��� � �� 发射线却

变化不是太大
·

对连续谱的这种 变 化
， �

于”
’

“
’ ‘ ” ” ” “ �”

‘

丁月
几
�。

时杖﹄
�口﹃

匕

�切卜���。口心

可解释为光学厚的热成份的改变所致
。

这种热成份既可以是来自盘 〔��〕，也可以

来 自宽发射线云中光厚的��区域 〔��〕 。利

用 ���的短波相机和 ������� � 的

�� 摄谱仪
，
可得到 ����� 在静止坐标

系中从 ���一���。入 波段的紫 外 光 谱

�见图���即�
。

从图 �可看到 �����的谱

在赖 曼 限 附近 出现明显的下跌
，

这个

观测事实正好是 ��� 和 ������ 在文

�屏鲁
�

图 � ���

绷， 城� � ���� �翻�� �
���

�侧洲〕

��为

和 ������� �的观测结果的综合 〔���

献 〔��〕中的预言 ，
反过来对于类星体中吸积盘的存在又提供了证据

。

但我们也必 须注意 到
，

��� 能观测到赖曼限以下的类星体并非都有上述赖曼限附近的截止出现
。

四
、

类星体的紫外发射线

类星体在紫外波段有很强的发射线
，
如��� 几����

�

�万 久��们
。
�� 几����

，

���几���。等

① 我们曾对近 ���个类星体的红外谱指数作了对红移�的关系图
，
无任何倾向性出现

�

故可忽略掉非热幂律谱的演化

效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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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

对大红移类星体
，

如 ���
�

�
，
则主要的紫外发射线已移到可见光或红外波段

，
正是利用这

些强紫外发射线和无缝光栅技术
，
人们发现了大量的类星体

，
并获得这些大红移类星体的紫外

谱
。

利用 ��� 的望远镜
，

人们可获得低红移类星体和赛弗特星系的紫外谱
。

比较这两种观测

手段获得的紫外谱
，
表明那些强的发射线之间的相对强度

，
对高红移的类星体或

弗特星系
、

类星体都是相似的����
。

上述事实告诉我们
，

类星体的光谱与其他活动

对低

鑫
红移的赛

核的光谱

都在一个系列之中
。

对紫外发射线的研究
，
使我们可得到相当丰富的知识

，
下面仅以 �万

，
���

线为例来说明
。

�
。
��线与

“
�������效应

”

������� 等人最早发现类星体中
，
�万 发射线的等值宽度与连续谱背景光度之间存在着

负相关性
，

对射电平谱类星体
，
这种负相关性尤为明显

，
这就是所谓的

“
�������效应

” 〔�� ，

���
。

如果 ������� 效 应确实存在
，

那么便可用类星体作为
“
标准烛光

” ，

在宇宙学上有极为重要的

意义���」。 ������� 等人的工作马上引起人们的重视
�����年�����和�����分析了大量的高

红移样品
，
指出光学入选的类星体中无 ������� 效应 〔�� ，

��〕 �����年
，
江涛等综合了 �万

，
���

和��卫发射线的观测资料
，

研究了这种效应 〔��〕 。
����年

，
江涛等人对 ����� 和 �����的资

料进行分类研究后指出
，
对光学平谱类星体

，
�������效应是存在的〔勿 ， ��等人指出

，
对赛

弗特 �型星系
，
也有该效应存在 〔��〕 。

后来
，
人们利用 ���资料

，

添入越来越多的低红移和中

等红移的类星体资料都证实了 ������� 效应存在 〔戮�，��〕 。

利用 ������� 效应对宇宙减速参

量的估算�无光度演化假设下�可参见文献���〕
，
���〕 ，

���〕及 〔��〕 。

�������效应的本质是什么�这是人们更感兴趣的间题
。

���������和 ������� ����年

指出
� �������效应是连续谱光度 � 与电离参量 �相关的结果 〔��」。

他们利用 已有的观测资

料及标准的光致电离模型得到����
一 。 · “ “ ，

于是便解释了 �万 线的 ������� 效应
，

但却 说 ���

线缺乏这种效应
。

可是后来的工作表明 ��� 线中也有同样的效应存在��，��〕 ，

这是���������

理论面对的困难
。
������在 ����年的文章中指出����

�

如果采用类星体吸积盘的
“
薄盘

”
模型

，

而不同的源的
“
盘

”
与视向之间具有不同的倾角

，
那么观测到的 �万 线的 ������� 效应便是 自

然的结果
，
因此

，
�������效应的宇宙学意义顿时全无

。

也有人对观测到的 ������� 效应表示

怀疑��‘ ��〕 。

总之
，

对 ������� 效应的研究仍是目前人们感兴趣的课题之一
。

�
�

���线与
“
切仑柯夫红移

”

在研究类星体
、

赛弗特星系等活动星系核时
，

尤峻汉等人曾提出
“
切仑柯夫线辐射

”
机

制「��
，
��

，
��」， 并且指出存在着一种

“
切仑柯夫红移

”
�

，，
这 �

，
是迭加于多普勒红移之上的一个

小量红移
，
量级一�。

一吕。

尤峻汉
、

程富华在对类星体宽线区�����模型作了新考虑后
“ �’指出

�

宽

线云具有分层结构
，
外层为高价离子区

，
温度较高

，
为光学薄区 � 内层为低价离子和中性氢区

，

温度较低
，
为光学厚区

。

基于上述考虑
，

紫外谱线 �万 应在外层
，
它是一般的碰撞退激发线 �而

���线
，

是 �工线
，
它应主要由切仑柯夫线辐射产生 �我们承认在宽线云外层 �亚的复合也会产

生 ���线�
。

由分我们自然想到
，
如果切仑柯夫线辐射机制存在且对宽线云模型的考虑正确

，

那必有 ���线�或者 ��巴尔末线�相对于 �万 线的小量红移
，
量级也应在 ��梦左右

。

大量观

测事实表明〔�� 〕，类星体中
，
对同一源

，

其发射线之间确实存在着系统的红移差
，
��巴 尔末线红

移最大
，
其次是 ����� 线

，
窄线

，
高价离子线顺次红移减小

。

显然
，
上述观测事实对切仑柯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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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辐射机制是一有力支持
。

这里我们看到紫外谱线 ���和 �� 线非常重要
，
因为只要在紫外光

谱中测出 ��� 线相对于 �� 线的小量红移
，

就知道了切仑柯夫红移 �， ，
从而由「’��

�������� �
。
��� ��

一 �’ �几
，�下，���� ��

且�� ���凡一凡、
一
自

定出第二能级的粒子数布居 ��。
���式中各量的物理意义可见文献 〔��� 。

用 �
，
����� 定出的

��，

要比在中性氢允许的温度下的波尔兹曼分布高
，
这正是 ��� 光子的囚禁效应所致��。�。 由

于�
�

可从紫外光谱中���相对于��的切仑柯夫红移求出
，
使我们绕过了

“
计算囚禁效应

”
的困

难
，

而�
� ，
�‘……又是由波尔兹曼温度决定 �‘ “ ’ ， 因此在一个统一的温度参量 �条件下

，
我们

便可同时使发射线强度比 �����月及巴尔末线的微小红移与观测相符臼��
。

利用上述办法
，
我

们对类星体 �����的紫外光谱监测资料作了研究
，
估测了 ����� 的�

，
�����值

，

从而定出该

源宽线云中 ��区温度约为 ���。一�������绍儿 我们也对类星体 ����十 ��� 的紫外光谱进 行

了分析
，

考虑了宽线云外层 �五复合辐射的贡献
，

估算其 �工区温度约为������「” 〕 。

由于宽

线云内层为光学厚
，
上述温度产生的黑体谱

，

其峰值波长位置一����入
，

这就是前面第三节中

提到的不能忽略光学厚云对 ����入 隆起的贡献的原因
。

���的第一个十年过去了
，
它 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

但我们必须看到有一些间题仍需我们

今后去回答
，

如
�

大隆起是否真的由吸积盘产生��������效应真 正的本质是什么�类星体紫外

光变重要吗�究竟有没有星系际的吸收补
·

…为解决上述间题
，

人们在观测上努力寻求如下几

个方面
�
���对重要的类星体作长时间的监测 ����把观测的波段尽量延展到远紫外�����和超

远紫外���������联合其他波段上的望远镜和探测器
，

对源作全波段的同时观测
。
����年 ��

月��日一����年 �月 ��日
，
天文学家已选定一至三个活动星系核�例如 ��������

，
由���每

隔四天监测一次
，

并倡仪全世界各种波段的望远镜
、

探测器加入同时观测
。

我们相信
，

今后的十

年
，

紫外天文学必将取得更大的成就
。

今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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