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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从观测事实出发
，
我们给出了活动星系核的定义

，
阐述了活动星系核的细致分类

，
探讨了影响

活动星系核观测特征的各种因素
，
以及它的家族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

。

最 后
，
我们指出活动星系

核的现象是极普浪的
。

一 己� 自，
、 �

二
斗

近十几年来
，
活动星系核的研究发展极快

。

随着观测手段的扩大和更新
，

如 ��� 的采用
，

国际紫外探险者 ��� 上天
，
� 射线卫星 �������� 探测器

、
������ 成功的观测

，
����的

发射
，

新的观测结果不断涌现
。

于是新的名字不断产生
，
例如

� ���
，
���

，

�������，

�������

�
�

��
，
������

，
�����

，

�����，
��亚

，
����������

，

�
������

·

一这使人眼花缭乱
，

并给新

参加这些课题研究的人带来困惑
。

为此
，
我们希望从观测事实入手

，

阐明这些基本概念
。

首先
，

从这类天体的共性出发
，

我们给出一般的活动星系核的定义 �然后
，

根据其差异说明它们的细

致分类
，

讲清各个名字的含意
。

进一步
，

我们探讨影响活动星系核观测特征的各种因素
，
及其家

族成员之间的可能关系
。

最后
，
我们指出

，
在辐射能量从极高到极低

、

跨越约 �� 个量级的范围

内
，
活动星系核的现象是非常普遍的

。

二
、

活动星系核的定义

从一个很小区域
，

即半径 �《 。
�

��
�，
持续输出能量 �����

“
尔格�秒

，

其连续谱从���

微米到 ���� 波长范围内呈幂律形式
，
大约为 �

。
二，一 ‘

这类天体称为活动星系核川
。

这类天体首先应是非热辐射的致密源
。

其能量判据取 ��
“�
尔格�秒为下限是基于以下事

实
�

低于这一能量输出
，

我们
，

开始碰到恒星�射线源
，
明亮恒星的红外辐射

，

超新星遗迹的衬电

辐射
，

这将引起混乱
。

最后应该指出
，

迄今满足这一定义的天体都是
�
一个星系的核或是在袄的

附近
。

有的天体物理学家相信
，
许多星系有一个以上的活动核 【 ’�。

����年��月�日收到
。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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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活动星系核的细致分类

由于活动星系核的谱型与黑体谱不同
，
从而导致了我们常说的这类天体在射电

、

红外
、

紫

外和 � 射线波段的辐射
“
过剩

” 。

当然
，
这些

“
过剩

”
都是与星系中桓星典型的温度范围内的黑

体谱比较而言
。

它们很硬的谱又会使气体电离产生发射线
。

因此
，

对河外星系的射电
、

紫外
、

�射

线的巡天和发射线星系的证认中
，

我们很容易发现符合我们所给定义的活动星系核
。

不同的观

测手段所发现的活动星系核
，
以及满足我们所给定义的活动星系核又具有一些不同的特征

，

使

得它们有了更细致的分类
，
也就出现了许多不同的名字

。

下面我们按照当今最流行的观点来阐

述
，
一反过去按历史发展顺序讲述的方式

，
这将使我们更容易

、

更准确地掌握这些基本概念
。

�
。
经典的活动纽系核������

它包括类星体 ������和�型赛弗特星系��
����������������

。

经典的活动星系核是具

有宽的允许发射线和窄的高电离和低电离的禁线发射线�参看图��
，

�� 的活动星系核
。

而类

星体和 �型赛弗特星系的区别仅仅在于光度的大小
。

现在
，
天文学家将光度为

�口����
�以��

肠��曰��︸几�︸么、

赵浪友恶

�护 �门��

波长 �人�

妇匕 【班习

即
�

引以苏�
���琶友毋颐

�����
��

，
���

县姗
一澎丽

波长 �

图 �� ���星系
，
����盯�

� ����的光学谱
。
所标出的谱线波长是在 �

�����的静止参考系中

�原图取自文献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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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星系核家族 ���

一

一
��������州���������曰������口����

可下

� 吐‘少�〕几

傲剑运一韶

一
�
篇�

一

一一下漏一一
一缎万

�盗川

’

」
�
门

…
﹂�
卜

捆友纂息

… ， �

—
图 �� ���星系

，
�

���的光学谱
。

沈澎自

谱线波长是在 �
�‘ 仁的静止参考系中

�原图取自文献
� ��� ���

，
�

�

�
� ，月刃��

� ，��� ������
，
弓���

一 ��石 �
。
石 一 �� �� 。 “ 一��‘

凭
。 �的经典活动星系核称为 类星体 � 将光度为 一 ��石� 石 一 ��

的称为工型赛弗特星系
。

有的天文学家又将光度为 一 ��石� 石 一 ��的 �型赛弗特星系称为马

卡良赛弗特 ���������� ����������把� 七

一 ��的称为温和的活动星系核�����������，

或简写为 ������
。

我们知道最暗弱的经典的

�型赛弗特星系是 ������� �� 二 一 ���
，

近

几年来
，

经过不少天文学家的多方面证认
，
���

矶实是个极暗弱 的 �型赛 弗 特 星 系 ��
一

“ 一

��� 【�����参看图��
。

还有的文献上把 �型赛弗特

星系核叫做微小类星 体 �����一 ���� 或林�
�

����
。

类星体这个名称的含意是类似于恒星的

天体
，

起源于六十年代在帕洛玛巡天底板上
，
这

种高红移的河外亮源看上去与恒星点源 一 样 �

而�型赛弗特星系除了明亮的中心核
，

核外具有

盘状
、

环状或旋臂状的结构 〔�� 。

现在
，
我们知道

����核 �
��
︵甲�日��﹂

·

的�二
·。忿君

�����之 �以����书
一��

物 丽面一�一 面佣 ����
。
����

入�人�

图 � ���星系的 ��线的详细图

�原图取自文献
� ���������� ，

�
�

�
� ，
����

，

���������

这是由于类星体离我们更遥远
，

加上它们的核非常之亮
，

使得它们的寄主星系����� ���������

不能被一般的望远镜所分辨
。

�
�

窄线区��
�����一���� ������

，

简写����

窄线区是活动星系核中产生窄的发射线的区域
。

这个区域是由低密度的光致电离气体所

组成 �坑������
一 “
�

，
占有相对大的空间范围

，
其半径 �， 为

�

�� 。 石�，石����� 。

在邻近的

活动星系核中
，
窄线区在空间上能被分辨���

。

由于密度低而体零芝大
，
许多强的禁线�如又���了

〔��〕�也能被观测到
，
当然一些窄的允许线是在这区域中产生的

。

按照多普勒展宽机制
，

窄

线在半极大强度处的全宽约为 ���石����石��������
。

�
�

宽线区����
，
��������� ��������

活动星系核中产生宽的发射线的区幼称为宽线区
。
从很强的 〔��〕禁线不存在宽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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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推测出
，
宽线区是由密度较高的电离气体组成

，
�二���

���
一� 。

由宽发射线光变的研究告

诉我们
，

这区 域的半径为 。
�

�石�
�

石����宽发射线在半极大强度处的全宽������������
。

在有些活动星系核中�如�������
，
它的 �

。
线在零强度处的全宽

，
����一 。 �

��
。

在给定的一

个活动星系核中它的允许线总是有较大的 ���� 值
，
至少也是与禁线的 ����相等

。

根据发射线的光变和宽度
，
有的天文学家发现存在两种宽线 区

� ����和 ����〔 ’ ，�’ 。

����是由完全电离的云组成
，

是光学薄的
。

它紧靠着中心能源
，
产生强的高电离的紫外发射

线 ���
，
��

，
�可

�

��五等等�
。
���五是以小部分电离

、

大部分中性气体组成
，
是光学厚的

。

它在

����的外面
，

产生强的低电离谱线�如�
�� ‘ 。 ’ 。

大多数的类星体都显示出 ����和 ����
，

但是有的类星体�如 ������
『‘ 。��中

，
来自 ���五的谱线与 ����的相比暗弱得多或者是不出

现
。

根据目前的理论推测
「” �，在 ���和 ���中的典型的物理参量值如下

�

��� ���

半 径 �
�

�一��� ��“
一��� ��

电子密度

温 度

充满因子

质 量

气云速度

���一������
一�

���一�� ��‘�

��
一 �

一��一 �

��“
� 。

��“一��‘����

相对丰度 �一�
，
����

�

�

���一�〔 。 ��
一�

��咭一�欠 ����

��
一 之

一��一 �

���一���� 。

�父 ��� ���
�

����
�，
�����

�，
���

，
���

����
，
���

�

�，
����

�

�

�
。
�丫�

，
���

。

�
，
���

。

�和���
。

�

赛弗特星系是用它们最初的发现者 �����
�

�������的名字来命名的
。

从光学证认讲
，

其核的光谱显示出许多宽而强的发射线的星系
。

后来
，

根据巴尔末线 �如 �
。
和 �� �和禁线

�如 ���〕和��五〕 的相对宽度和相对强度又细分成 ���
，
���

�

�
，
���

�

�和 ���
�

�
。

氏 的线

宽� 〔��」的线宽的赛弗特星系被称为 ���
，
���的谱线强度比

�
�口�【�皿〕久����一�

。

�，
的线宽 二 〔��〕的线宽的赛弗特星系被称为 ���

�

���的谱线强度比
�

������〕几����

赛赛弗特 ���
���

�
，

����
�

肠…
卜 ，，

��� �

二
� ’ 一

，

…
’ � ���

’’

��。��
����

�

�
�。��。

。 ���

一�……

��������
�

’ � ” �， ， ’
�

’
� � �

��������
�

��、
、 ���

����】，，卫知 七川冷

图 � 三种星系核的〔�川 〕发射线线宽分布的直方
图�原图取自文献

�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口���

���
�

�
。

���中巴尔末线 通 常 有 ���� 二 ����

一���� ���� 或 ����二 ����一���������
，

禁线有����二 ���一��������
。

我们应该注

意
，
这里我们讲

“
窄

”
的禁线

，
是与宽的允许线

相比较 � 实际上与非活动的星系核的发射线比

较
，
活动星系核中的

“
窄

”
线仍是宽的

。
�������

�� ��
�

������『
，�，测量了 ���个星系核的 〔�����

线的����
。

其中
，
��个 ���

，
它们的 〔�皿二

的���� 的中间值为 ����������个 ���

的 〔��〕的 ���� 的中间值 为 ����������

个
“
星暴

”
星系 �参见，�

�的 〔��〕的����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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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值是 �������
。

这个结果展示在图 �中
。

����������和 ��������了������从观测上证实
，

在 ���和���之间存在中间型态
。

图 �中
，

������是一个典型的���
，
������是一个典型的���

。

然而�������和�
���� �����的光谱

特征介于 ��� 和 ��� 的之间
，
它们的巴尔末线由两种基本成分组成

，
一种是明显的宽的线翼

，

另一种是窄的线核
。

采用这两成分的观点
，
������������������，� 将赛弗特星系作了细致的分

类
，

光谱中巴尔末线有强而宽的成分的就是 ���
，
没有宽成分的就是 ���

，
���

�

�是中间型
。

光

� �����
‘

�卜

〔�〕��� 〕

������
刀 。 工�

�

腮
【���工门
���日

�阳�
��工

肠��
‘

贯 夕��

曰沁 璐沁

�
卜删洲 ����

耳。工
����

�服���� �� ，〔��

仁�����

�勺

︸阶�

刘

�
加弱门叫�通��褚�����必

【�� �、〔����

����

燕肥友旅璐﹃姗

川钊��
�诵
�

�乳

口�

�
·

����

侧翻食不

�证立�
��的
二二二上 二 二二二一一一匕一一一一�—一丁一

一
一一，广一一一一一� 一

入仪��

一
�。 ��」

�用�����

������
����

�
�

�

�
�

吕

�
�

�

�
�

�

�
�

忿 冲 ����

钉坦��
吕了��

即
吕漏 ��以� 咬��� 脚���

波 长 �孟�

图 �

演物孙
四个 �������星系的光学谱

。
典型的���

，

�
��弓��

，
具首宽的 ���� ��

线
。

典型的���
，

�
�����

，
具育窄的 ���� ��

线
。
�����三�和

�
���是中间型

，
它们的 ������ 线轮库是由

窄的线核和宽的线翼组成�原图取自文献
�

�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少

，����

图 � �
������的光学谱

，
它波认为是 ���

�

，
�原图取自文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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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中巴尔末线有强的窄成分
，
�

。

线的宽成分很弱但可见
，

氏 线中的宽成分也很弱但可见的赛

弗 特星系叫 ���
�

��如果 �
。
线的宽成分很弱但可见

，

而 玩 线中的宽成分见不到的叫 ���
�

�
。

实际上 ���
�

�和 ���
�

�是较难区别的
，
它们处在 ���

�

�和 ���之间的中间型 �图�、
。

肠 射电强 ������一�� ���和射电宁静������一�
�����类星体

，
��一�和 ��之一五

六十年代
，
天文学家进行了一系列射电巡天

，
如在美国的 ����

、

英国的�。 �
��

�����
、

意大

利的 �������和澳大利亚的 ������
，
使用的频率为百兆到千兆赫量级范围内的低频

，

观测的

极限流量约为 �������或零点儿 ������
。

如果一颗类星体在上述的射电巡天中被探测到
，

便

被称为射电强的类星体������
一��������� 否则便被称为射电宁静的类星体 �����

�一�����

����
。

七十年代以来
，
采用了更好的射电远望镜

，
许多原来称为

“
射电宁静的类星体

”
现在也

被探测到
，

但是这两个名称仍然有用
，
特别是在统计分析的取样中

。

射电强类星体
，

按其射电形态
，
又可分延展����

������源和致密 �。 。 ������源
。

早些时

候
，
由于望远镜功能上的限制

，
很难得到高分辨的射电图

，
天文学家便根据射电谱型将其分

为陡谱�
“ �����”

�射电源����
�

�
，
�，��，一 “

�和平谱 �
“
����

”
�射电源 ����

。
��

。

因为延展

的射电源具有比致密射电源更陡的谱
，
所以陡谱和平谱源粗略地分别对应着延展和致密射电

源
。

与光学的形态相类似
，

暗弱的延展射电结构会被核的强辐射所掩盖
，
因而把致密源叫为核

主导�����一����������源
，
把延展源叫做瓣主导����

�一����������源也许更确叨
。

对于延展的射电类星体
，
它们的细致的射电型态也被用于进一步分类

。

其中最重要的是

��������和 ����� �������巧�所作的分类
。

他们所分的 �类源 �����是所谓边界昏暗源

�
“ ����

一
��������

”
源�

，
这类源的射电峰值是处在射电瓣中

、

比到瓣的边界一半处要近的地

方
。

他们所分的 五 类源 ���� 有峰值瓣光度
，

或叫
“
热斑

” ，
处于每个瓣的边沿附近

。

� 宽线射电星系侣����
，
窄线射电星系������和窄线�射线星系�������

光谱中有强而宽的发射线的河外强射电星系称为宽线射电星系
，
它的寄主星系一般为椭

圆星系
。

由此很容易理解窄线射电星系������和窄线 � 射线星系 �������的含意
，
这

后一个名字取决于它首次是由 �射线望远镜所发现的
，
或者有强的 �谢 线 辐 射

。

大 多 数

���� 和 ����� 都属于 ���
。

�
�

光学激变类星体������
，
高偏振类星体����

��
，

姆虎天体�������和 �������

在光学和紫外波段
，
几乎所有的类星体在不同程度上都是光变的

。

如果某颗类星体的光

度变化 刁������
，
并且光变时标短到月

、

星期甚至天的量级
，
我们把它称为光学激变类星体

�����
。

如果一颗类星体的宽带偏振度大于百分之几
，
它将被叫做高偏振的类星体�����

。
���

��与����常常是重迭的
。

蝎虎天体��� ����是一类具有强的非热辐射的连续谱
，
而其发射线极暗弱 〔���

，
在一般的

中小型远望镜中
，
或甚至在较大型的望远镜中不采取特别技术 �将中心亮核遮挡住�观测不到

的天体
。

它们的光变剧烈
，
偏振度高

。

由于以上三种天体有其特有共性
，
它们合起来被称为

“
���“ �� ” 。

在涉及活动星系核的许多文献中
，
我们常常碰到

“
射电选… ” 、 “

光学选… ， 、 “
�射线选… ’

等名词
，
这是指最初发现这些天体所采用的波段

，

往往也说明
，
这些天体在该波段的辐射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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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一
�

一
�

一
地说比其他波段更强而易于观测到

。

�
·

低电离核发射区 ‘��� ’。 ���“ ，，“ � �“ �’��『〔 � ” ” 。 ” ���’。 �’ ·
�，闪 ’ ，

氢 �区阳亚 『��

�����

�����
，

即低电离核发射区
，

这类

天体属于窄发射线星 系
，
它们与 ���和

�五的主要区别是特征谱线的相对强度
。

����� 的特征谱 线 的 相 对 强 度 是
�

〔� ‘ 〕之 〔�，〕 · 「� ‘〕“
音

〔� ‘ 〕 ‘ 图

�� � �� ��】

��� ��即月口

‘
乙��公�

，’一 ��� 吟川

〔���� �下 �丁月 ���，
·

��

名 布 � � �

、 【��】
�宕

创幕暇贫

〔�����
��

��【
‘，’ 。

有少数天文学家把 ����� 称 为

���〔 ‘�，
。

而�亚区一般没有���〕几����线
，

如果 〔��〕 ����则 〔�亚〕���。
�图���

‘ “�，

从稍微修改过 的 ���������� �������‘��

的 仁��〕 �【�皿」一 〔�亚〕�〔�皿〕 图中
�图��

，

我们可以看出 �����
，
�������

，

�亚处在不同的位置
。

但是
，
并非截然 分

开
，
在分区边界是相互混杂

，
甚至你中有

我
，
我中有你

。

这也许是活动星系核中 二

多种活动机制共存的结果
。 一

号
����� 的许多观测特征与赛弗 特 兮

星系类似
。

不少�����谱线宽度与 ��� 里
的相差无几

，
甚至有的氏线还有弱的宽 会

成分
。

它们是致密的核射电源 � 又是�

射线源
，

非热的红外连续源 � 但是非热

的紫外连续成分弱
。

因此
，
对�����的电

离机制是光致电离还是冲击波加热气体

电离争论较大
。

一
，

价代叮丁
口�幻

故长 人�孟�

图 �

��

�����
，
低电离核发射线区

， �������
���

，
的光学

谱 �原图取自文献
� ��

���
��，

�
�

�
� ，
�

�

��
� ，
��

������
，
�弓��

����十�幻
氏《加��吐�

么印�性�
�����

��双�

�
�

印�
一��

�
‘

加�吸� 臼���

舫�� ���幻 以以沁 口以幻 石以犯

人�舒

�以�� �良幻

图 � � � 区
，
����������的光学谱

�原图取自文献
� ����������

，
�

�

�
� ，
����

，
���������

������� �������
�。�论述������� 中的多相性

。

有的可称为 ����一��������
，
具有

非恒星的电离连续谱 �有的显示出冷吸积流特征 ， 有的展现出星暴驱动风的现象
，
因此提出是

星系碰撞
，
吞食或邻近星系的潮汐相互作用所引起 � 有的提出是大质量恒星连续辐射造成电

离
，
即�������是其电离辐射源�见�节�

。

由此可见其理论正处在发展中
。

�
�

星撰星系�������������������
，
����������和 �

������

七十年代末
，
在研究发射线星系时

，
发现有一些发射线星系

，

其线宽不够分类为 ��
，
有不

寻常的蓝色核
，

亮的远红外光度
。

这类可称为窄发射线星系的能源是什么�����
�“ 以���� 【川

提出是大量象涅出现在核区所致
。
������ ����。� ‘��� 讨 论了它们的核产生的陡的射电谱

，

并指出这些 热星演化引起的超新星爆发是其射电辐射的根源
。
������ 和 ������ ������ 「，’ 】

研究了 ��� ����与 �������相互作用后提出
，
星系的相互作用能够触发恒星形成 的 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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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
能够解释窄发射线星系 ��������的观测特征

。

�
������ ����

�

������“ ‘�对 �������

�

‘���，，

声 户�一二
‘ 、 、

衬 伙

水
�

� � 翔

书

脚了��“
� ， �

一
、 、 “

补
一

��
�

一
么 ， �

、��、

�
产

�护
、
‘

乒

礴 令略

今

，�

，��、、
��

自川﹄习︺洛一﹄�

��

�’ ‘
二
一 ’ 、 、

、 、 � 口

不
，、 ‘

沪 � 护 � 、 、 、

�
。 矛

�‘
���
��、、

，�，，
�一

︵卜�搜忍�︸加
。林

一�卜
，沈

� 护 口 尸

、 、
�
，，�，�

，

坏����

�
�
����

一。 ，���幻之姗
�������姻

〕
�

，

图 � ����〔� � 〕几�������皿 〕久弓����对 ������ �〕滩�������皿」之弓����图
图中�

·

�代表正常� 亚 区����代表�����
� ��令�代表�

������星系核����代表行星状星云�

�，�表示行星状星云 �� � 〕之�����〔���只����的上限��▲�表示不接河外� 互区
�原图取自文献

� ����������
，
�

�

�
� ，
����

，���������

各波段辐射进行全面分析后提出
，
它是星暴星系核的原型

。
������� �� ��

。

������ �‘” 对星系

���
��

价�

�娜 �
。
� 了

搽捉赵艰棍曾一

��拜� �认为占� ��� ��� �����

波 长

图 � 已知星暴源 ������的红外

谱�用�表示�
，
其他的是相互作

用和吞食星系的红外谱

�原图取自文献
�������

，
�

�

�
� ，
灼��

，

�� ����� �� �� ��� �� �������
， ��

�

‘� �
�

��� ��� ����������� 一����昭〕，

�
。

����

核发射线宽度的研究中
，
分析了 �� 个

“
星暴

，
星系的核发射

线
，
认为这些星系核内许多热的

、

短寿命的恒星的紫外辐射

使周围气体电离产生这些发射线
。

�������������
���对相互作用星系中 的 星 暴 �����

�

������ �� ����������� ���������作了一个很漂亮的评述
。

他首先总结了这些星系的观测特征
�

它们的红外光度比亮

的旋涡星系大一个量级 以上
，
并且延展到 ��� 的范围 � 它

们的中等红外谱类似于典型的星系中恒星形成 区 域 的 谱

�图 ���而类星体和 ��� 的谱比它们平得多 � 它们的光学

谱大多数与�亚区的相同�它们有延展的核射电辐射和陡的

射电谱
，

这正是由星暴引起的超新星和超新星遗迹理论所

预言的 �用 ���观测其中最明亮的星系 �������
，
它的紫

外谱显示出巨星和超巨星的特征
，
即具有 ���� 和 ��� 吸

收
，

与 ��的谱极不相同
。

在此基础上
，
他指出这样一类

亮的红外星系中
，
相互作用产生的星暴是最 可能的能 源

，

尽管不能排除在这星系核中可能有一个大质量的黑洞同时

存在
。

���������和 ������� �������“
‘，提出

，

在富金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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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 ��区中有很大质量的热星
，

这些热星是 �之���
。
的 ����

一
����� 恒星

，
在它们演化的

最后阶段
，
以星风的形式损失质量

。

这些大质量星的有效温度可达到或超过 �。 ‘� ，
观测上应

是极端的 ��或 �� 型 �
���一�����恒星

。

我们称这样的热星为
“
�

������” 。

按照这个

理论
，
他们提出了星爆核有两种典型的演化顺序

�
���恒星形成的大而亮的星暴将使核内 �亚

区演化成 ���
，
随着年龄增长 �

������ 演化终结������
，
���演变到蓝色 ���������低亮

度的星暴不可能达到 ���阶段
，

核内 �亚 区直接演变到红色的 � 【��� 。

这些设想和推论引起

了不少天文学家的兴趣
，
也受到许多批评

，
是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

四
、

影响活动星系核观测特征的因素

我们知道发射线的宽度和相对强度是活动星系核细致分类的关键
。

下面我们将讨论影响

其线宽和强度观测的因素
。

也就是说下面的因素会使我们观测不到真实的宽线
，
或使线的真

实强度比和特征发生畸变
。

�
�

喷流�����造成的连续光度极大地增强掩盖�发射线
。
���、������和 ���� ������〔

��’

提出蝎虎天体和有关的天体现在被相信是类星体
，
只是在这些天体中

，
朝着观测者的相对论

性喷流大大地增强了其连续辐射的视光度
，

从而掩盖了其相对暗弱的发射线
。
������ 等人

���������」
，
通过对这类天体连续谱观测证实

，

这种喷流确实存在
。

较早
，
������等人������〔���

用高信噪比观测喝虎天体
，
当这些天体连续辐射较暗时

，
它们显示出宽发射线

。

�
�

当宽线成分较弱时
，
寄主星系中的恒星吸收线会抵消它们

。

从某些窄线星系光谱中
，

仔细减去恒星的贡献后
，
揭示出了谱线中的宽成分 〔��〕 。

�
�

由于连续辐射变暗
，
宽线区有可能暂时

“
关闭

” 。

如 �������的核
，
在仅仅几个月的时

间内它的谱型便从 ���变到 ���
�

��翎�
。
�������也从 ��一变到 ���

�

�����
。

新的谱 偏 振

测定技术揭示出 ��� 星系 �������核中存在宽线区���幻
。

进一步采用这新技术揭示了其他

��� 星系也有类似被
“
隐藏

”
的宽线区〔��〕 。

�
�

红化引起活动星系核光学和紫外谱的变化
，
造成对暗弱活动星系核分类的困难

。

活动星

系核的红化是与其光度有关的
，

光度越小的核红化越严重 〔��，�� ，
�引

。

红化可能起因于尘埃
，

�������� 和 ����� ������ ‘���指出
，

低�射线光度的天体红外谱指数较陡
，
意味着尘埃的再

辐射对这些天体的红外辐射有更大的贡献
。

�
�

活动星系核周围盘的取向效应
。

�����和 ������ ������ 〔��〕证明了
，
瓣占主导 的 高

光度类星体有比核 占主导的类星体宽得多的发射线
。

如果瓣和核占主导的源的差别只是由于

取向效应
，

那末云的运动主要是在垂直于射电轴的盘中
，
宽线区中的气体云在盘中旋转

。

那末
，

当盘面向我们时
，

看到的是窄线 �边向我们时显示出宽线
。

这一解释碰到不少困难 ����
。

尽管如

此
，
光学偏振测量提供了核周围的确存在大的盘

，
如高光度的类星休和 ���星系的光学偏振是

与其射电延展结构平行的 �而 ���星系的光学偏振一般是与射电结构垂直的
，

且比 ��� 的偏

振度高，’另外它的 氏 线的偏振也垂直于射电结构
。

因为 �
。
的偏振只能由散射所引起

，

这提

醒了我们
，
它们的核周围一定存在着巨大且厚的气云盘

，

至于云运动是转勤为主
，

还是径向下

落
，
或是径向外流

，
目前还无定论

。

但这种气云盘的取向效应是值得考虑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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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光变影响线宽
。
��������������

��，指出
，
�丁 线的 ���� 随 着光度的增加而增大

。

������� ������〔���发现在 ����入处的单色流量与 �
。
线的 ����相关

，
尤其对窄线星系和

���更为明显
。
���� ����

�

������ �‘ ��发现�类似的相关
，
但在高光度端��

��。
� ��‘ ����

·
�一 ’
�

这相关达到饱和
，
即不再变化

。

�
。

覆盖因子 ����������������对光度的影响
。

��������������� 〔�’�， ��������等

人������〔
��，证实

，
具有硬 � 射线��一������光度小于 �������

·
�一 ‘
的类星体通常显示出

软�射线吸收
，
意味着它们的覆盖因子大于 ��� �那些光度大于 �� ��

�‘
���

· �一 ‘
的类星体没

有软�射线吸收
，
意味着其覆盖因子小于 ���

。

五
�

具有活动核的星系有多少�

寻找具有活动核的邻近星系的巡天结 果 已 综 合 在 ���� ������〔��」的文章中
。

这些巡

天厂��
，
��

，
��

，
��显示出

，
晚型星系的���具有 ����� 活动直到光度为 ����

���
· �一 ‘

的低端
。

到 ��和 ��� 中的活动核减少了约 ���
。

椭圆星系中的 ���显示 ����� 活动
。

正如我们所

知
，
������ 确实是活动星系核家族的成员

，
因为它们是射电源〔��〕， �射线源〔��〕， 并且它们

之中的一半显示出宽线区 〔川
。

类星体的演化是很明显的
，
在红移 ���处的最亮的类星体比一般的要多出两

、

三个量级
。

这意味着目前的邻近的星系中
，
核活动已终结和处于休眠状态者甚多

。

我们也许能够说
，
几

乎每个尺度较大的星系都有一个活动的核
，
甚至包括我们的银河系在内

，
只是活动的程度不同

而 已
、 。

参 考 文 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刁�

�

�
� ，
�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吵��
� ，
与� �������

，���
�

��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工翎��

，
���

�

〔 �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

，
�

�

�
�
������ ���，

�
�

�
� ，
刁夕

�

�
� ，
��� �妇吕幻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厂��」�������� ��
，
�

�

�
� ，
�

�

�
�

�
�

�‘ 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工����

，
��

�

丁�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卜����

，
������

�



�期 程福臻
�

活动星系核家族 ���

〔��」� ������ ，
�

�

�
� ，
�

�

�夕
� ，
�� ������

，
�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里��，�
�

工尸勺 ����
· ’ �

·

卜。 。 乙� ��。 。 ��

� ��� ��� �� ����� ��������
，
������

�

〔�岛〕 �����卜
一 。 ��。

，
�

�

�
� ，
��������

，
������

�

赶��
’

�� 。 �二 �� ，
�

�

�
� ，
��������，������

�

���」�� ����
，
�

�

�
� ，
月刀

�

�
� ，
��� ������

，
���

�

���」������
，
�

�

�
� ，
月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只刀

�

�
� ，��� ������

，
��

�

〔别」��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 ���

一

� �����
， 〔�，�，�

�

〔芍」� � ��������
，
�

� 。 二��硬
������

，
�

� ，
�

�

�
�

�
�

�
�

�
� ，
��� ������

，
�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企
，
�
����，��

�

�� �
�

�
�

�
����

，����
，

���� ������ �������������������� ���
，
������

�

仁��」������
，
�

�

�� ��
� ，
月夕

�

�
� ，
��� ������

，
��

�

���三 ����
� � ，

�
�

�
� ，��������

，
������

�

���」 � � ��，�
�

�
� ，
�户

�

�
� ，��� �������

，
���

�

���二 �
������

，
�

�

�
�

��� � �� �������
，
�

�

�
� ，
��

�

�
�

��亡��
� ，
��� ������

，
���

�

仁��了�������� 、 ，
�

�
����

� ������
，
�

� ，
刁�

�

乙����
� ，
������〕，���

�

〔��二������ ���
，
�

，

�
，

�
�
� ��������

，�
�

�
， ，
月户 �

� ，
�������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丁」�� �����
，�

�

��� �������，�
�

�
� ，
�

�

月�
� ，
���������

，�
�

��引 ��� ����� ，
�

� ��������，
�

� ，
��

�

�
� ，
�������幻

，
���

�

�肠」�����，
�

�

�
�

�������
��，

�
�

�
� ，
�办

�

�
�

�‘ �亡�
� ，
��� ������

，
���

�

仁��〕 � ����� �，

�
�

�
� ，
盈�

�

�
� ，
��� ������

，
���

�

��� �������
，
�

�

�
， ，
月尹

�

�
� ，
��� ������

，
���

�

仁��」�������，
�

�

�
� ，
��

�

�
� ，
���������

，
肠�

�

厂��」����，
�

� ，
������

一

�� �������
，
�

� ，
� ��� �� ，

�
�

�
� ����������

，
�二

，
月

�

月�
� ，
���之������

，
绍�

�

����� � �������
，
�

�

�
� ，
月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月， �

�
� ，
��王�����弓�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

����，��
�

�� �
�

�
�

����
��， �

�

�
，
���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别���
� ，
�� �������

，
���

�

��弓〕 ��������，�
�

�
� ，
月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月户

�

�
�

�。 尹尹�
� ，
吞�����弓�

，
弓��

�

���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舀� ������
，
���

。

�责任编样 刘金铭�



��� 天 文 学 进 展 �卷

��� �������������

�����������

��‘ ���� ���������阴夕 �” �月��������‘��，
����� �平

�������
�

�〕

������� ��� �‘ �，�，�少����，
�月亡。 �����夕 �����‘

��� ����口�������夕 ���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心�������� ������
�

�����
� �� ，���� �����了 ������������ ��������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