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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文回顾了太阳附近谷德 带恒星群的结 构和运动学研究在近 ��年来的进展
，

对儿种银河系

运动学丁
「�论模式作了评述

，
并提出以 ���星表系统为主 体开展 这方面研究的总体没想

。

一
、

引 言

我们的银河系自古就是人类仰观天文的注 目中心
。

奥秘不断被揭示
，

谜也越来越多
，

所

谓银河系局域结构
，

即太阳系附近恒星系统的特殊运动结构就是这样一个颇富挑战性的难题
。

随着 ��石星表系统的投入使用
，

它所包容的星数和达到的自行精度都比 ���星表系统

提高了一倍以上�例如对于 各� 一��
’

的恒星平均精度为
�

外 。 别 。 二 �泛����百年
，

‘ 。 � ��’���百
年�

，

这一进展对银河系近距结构的研究十分有利
。

由于拒离较近
，

近距恒星通常表现为亮星系统
。

人们很早就发现银河系附近的亮星分布

具有独特的规律
，

例如 ����年 ��������就注意到银河系的亮星分布于一个与银道对称面约

成 劝
。

角的倾斜平面上
。

����年
，

�����更仔细地确证了亮星分布的大圆带结构
，

指出了该

带的极位置
、

与银道交点
、

与银道夹角等具体数值
，

正是由于他的精细工作
，

该环带结构以

后便得名为
“

谷德带
”

����������
，

与之相联系
，

银道对称面则被称为
“

银道带
”
���� �。 �

��� �����
。

早期对银河系的研究局限于用恒星计数法考察空间分 布情况
。

���������在 ����一����

年间特别考察了 �型星的分布
，

确认了 �型星的谷德带分布倾向
，

并认为 �型亮星在银河系

中自成一个独立系统
，

形成了
“

本星群
”
������ ������� �������的概 念

，

其 得名则是因为

成员多为亮的近邻星
。

后来的进一步研究又发现 ��星协
、

�� 星
、

� 型星
、

仙王 日型变星

等也都有谷德带分布倾向
『‘ ’ ，

都是本星群的可能成员
。

自从本世纪 ��年代 ��
������和 ����开创性地确立银河系较差圆自转的观念和模型以

来
，

人们同时也开始了本星群的运动学研究
，

发现谷德带成员星的运动学状态与银河系普遍

自转运动有较大差异
，

从而更使人们对这一独特系统产生了浓厚兴趣
。

本文第三节将对这一

问题的研究近况作详细阐述
。

����年 �月 �日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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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近距星运动学在天体测量学上有重要意义
。

通过银河系运动学的研究可以解算岁差

常数
，

为建立高精度的惯性参考系提供服务
。

由于现代观测资料无论是距离还是自行都只在

���。 范围内才有较可靠的精度
，

而近邻星的运动恰恰与 银河系普 遍自转 有差异
，

因而只有

切实了解了这一特殊群体的运动特性
，

才能建立完善的银河系自转模型
，

为可靠的惯性参考

系提供参考
。

从天体物理角度看
，

本星群不规则运动之研究也具有特殊意义
，

它牵涉到不同光谱类型
，

不同年龄的恒星运动特性
。

一方面
，

�
、

� 型星本身就是银河系旋臂结构的 重要示踪物
，

本

星群是银河系大尺度结构的一个重要样本
，

研究其结构和运动无疑可以以小见大地深入理解

银河系整体结构
。

另一方面
，

谷德带还和星际氢云
、

分子云等存在成协现象
，

因而本项研究

也将具有天体演化学的意义
。

本文拟对本星群结构
、

运动学研究的历史
、

现状作一回顾
，

对几种理论模型进行评述
，

并提出我们开展这一方面研究工作的总体设想
，

即利用 ���星表系统 星数多
、

精度高的优

势
，

结合其他最新资料对亮早型星进行适当扩充
，

以便对谷德带恒星作细致的分组研究
，

确

定本星群的物理实质
，

探索其运动学模式
。

二
、

谷德带的空间分布

�
�

垂�于银面方向的分布

谷德带最引人注目的特征就是在垂直于银面方向上的投影与银道成一显著夹角
，

从而与

银道一起构成垂直平面上的两个相交的带状结构
。

前人的研究表明不同类型的恒星分布情况

不很一样
，

主要可以归结为以下几方面
�

���光谱型早于 ��的恒星集中于谷德带上的几项代表性工作

������� 年�����
��研究了约 ���个亮于 ����的 �型星空间分布

，

发现它们分布于一

个扁长的空间范围里
，

密集平面与银道面成 ��
’

夹角
，

特征厚度为 ���。
。

��������年 ���������分析了亮于 �
�

�����的 �型星空间分布
，

指出 �型亮星的密集

面与银道面成 ��
�

夹角
，

而对于�型星或较暗的星
，

这一现象不明显
。

���������年 ������� ���������‘ ” 再次研究了 �
一
��型星的空间分布

�

他们画出� ����

�。 以内亮星在 �
一� 平面上的分布

，

明显呈现两个带状结构
。

作者从纯几何形态确定两个带

的最佳拟合平面及恒星的归属
，

得到的谷德带位置是
�

������ � ���
‘

士�
’

�日运��一 ����
。

士�
�

�〕 ，

与 ��� 银面成��
�

角
，

同时发现谷德带上 �一��型星比银道带 多 �倍
，

��
�

�士�
�

�型 的恒

星尤其集中于谷德带上
。

��� 日心距离较近的恒星构成谷德带

���� 年 ����’
“ ’
按距离分组考察了 �� 星表中��� 颗 光 谱型早于 ��且亮于 �

�

���� 的

恒星分布
，

指出 ������� 的恒星集中于倾斜的谷德带上
，

卜 �加
。

一���
。

时大 部 分 位于银

道之下
，

卜 �
’

一���
�

时则在银道之上
� ������� 的恒星几乎全在银道 带上

���������印�

�� 的恒星则在两个带上均有分布
�

���年轻恒星构成谷德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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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
����� ‘“ ’对恒星分布作了比较详细的分组研究

，

首先
，

他 按年龄分组
，

发现亮

的年轻星���� ��
����完全集中于谷德带上�图 ��

，

亮 的年老星���� ��
����则完全按银面

对称分布�图 ��
，

中间年龄的恒星分布介于其间
，

特征不明显
。

其次
，

作者还考虑了暗星的

情况
，

发现暗的年轻星几乎按银道带分布
，

暗的年老星却略有谷德带倾向
，

但不明显
，

可能

是某种假象
。

�

��的

厂
一

‘
一‘

一

一
尸

一二��卜

�

印��

���

斗对布一
二

叫

上���习以二‘ �山一么护�� � 一
占曲�‘ 一几一�几�

�

�� 一‘一二一

一
��

一
� ��

�

，

土�
一

详�

，�� 一�

图 � 年龄�������� 的亮星在 ��平面上的投影分布

入

仁��“ 心�

图 � 年龄��� �。，�� 的亮星在 ��平面上的投影分布
�

综合以上工作
，

我们可以认为近距的���������
、

亮的�������
、

年轻的������
�

���

恒星在空间分布形态上构成了谷德带
，

但这些要素�距离
、

亮度
、

光谱光度型
、

核年龄等�是

否都是必要的
，

何种因素更本质
，

是否还有其他特征
，

以及谷德带与银道带的过渡是否突变

等问题
，

都还有待于新的资料的进一步探讨
。

�
�

银面上的分布情况

���� 年 ������� ���������‘ ” 的工作中也研究了近距 �
一
��型星在银面上的分布情况

。

分布图是不均匀的
，

略微形成一个
“
蝴蝶

”

形状
，

不规则细节主要来源于一些年轻星协
，

如

英仙 ���星协
，

猎户 ���星协
、

天蝎一半人马星群等
。

文章还指出太 阳附近存在一个直径

约����。 的
“
局域空区

” ，

其中恒星十分稀少
，

太阳偏离其中心约 印�
。 。

����年 �
����� ’�’的文章更进一步确认了年轻亮星的银面分 布不均匀

，

再次显示了
“

局

域空区
”
的存在

。

与之相反
，

年老恒星的银面分布相当均匀
，

也不存在
‘
局域空区

” �

这说

明年轻星确是谷德带的重要成分
，

�
����� 给出这一系统的大致范围

�

�
� 一�����一动��� �

� 一�����一印��
�

这里�轴指向反银心方向
，

�轴指向自转方向
。

三
、

太阳近邻星的运动学研究概况

�
�

非谷德星的运动日像

恒星运动学是银河系动力学和演化学研究的实测基础
。

人们正是从银河系恒星运动资料
的分析中获得了银河系的现代自转观念

，

这种较差自转图像首先应归宗于�努�一�男�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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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 ����卓有成效的工作
，

特别是后者提出的奥尔特公式完美地表达了较差自转的

运动图像
，

两个奥尔特常数�
、

�便成了刻划银河系自转的重要 参数
，

其 中�代表较差自转

引起的速度场剪切�定义� � 一告�
。�� ‘
��

。
��

，

�一� 则表征了太阳附近的转动角速度
。

根据纯较差自转的观测方程
，

奥尔特常数可以从视向速度和自行资料中求解出来
。

对于

非谷德带上的各类天体
，

包括星际物质
，

不同的研究者从不同的观测资料出发得到了大致相

同的结果
，

我们在表 �中概略展示了近 �� 年来的一些测量结果
。

根据 ���� ���������一����������【 ‘ ’的报告
，

��� 推荐�
、

�的最佳采用值如下
�

� � ��
�

�士�
�

���
·
�一 王

·

���
一 � � � 一 ��

�

�士�
�

���
·

�一 �
·

���
一 �

文章验证了银河系自转理论的自洽性
，

并给出了描述银河系自转的另外两个重要参数
�

表 �

…��
�

��

……
、�一‘二

一研究者�年子弋�
，

所 用 资 料 � ���
·
�一�

·

��� ����
·

�一�
·

���
一�
�� 文 献

��正��
� ������

������ ������

������ �����������������

�� ����������

���������� ��马���
�� ����������

�������� ��������� ������

����
， ��

�

��
·

��仑���

����� ������� ������

�����
， ����

·

������

������ ��仑���

������ ������

���星自行

��区

���星自行

���星自行

����星

����星

���星自行

������观测

天琴�� 型星

�� 观测

近距年老星���� ��
����

����星自行

��
�

�士�
�

�

��
�

了士�
�

�

��
�

�土�
�

�

�� �士��

��
�

�土�
�

�

��
�

�

��
�

�士�
�

�

��士�

��
�

�

��
�

�

��
�

�土�
�

�

��
�

��士�
�

��

一��
�

�士�
�

�

一��
�

�土�
�

�

一 ��
�

�土�
�

�

一�
�

�士�
�

�

一��
�

�

一��
�

�土�
�

�

一��土�

一��
�

�士�
�

�

一��
�

匀�士�
�

��

〔��
〔��
〔��
��〕
〔�〕
〔���
〔���
仁���

����

〔���
〔��
����

太阳的银心距 �
。 � �

�

�����

太阳处的圆自转速度 �
。 � �����

·
�

· ’ �

�
�

谷德里运动与，迫自转的偏离
当人们分析近距星

，

特别是谷德带上恒星的运动资料时
，

毫无例外地都发现谷德星的运

动状态严重偏离了银河系普遍自转
，

用纯较差自转模型求解出的奥尔特常数与上一段所给的

数值大不相同了
。

����年 �������� ���������‘川利用 ���基本 星表中 的自行 数据得到 ���印�。 范围

内的年轻星的 � 二 一 ��
�

���
·
�一 ’ ·

���
一 ’ ，

� � 一 ��
�

���
·

�一 ’ ·

���
一 ‘ 。

���� 年 ��眼
������������对谷德带运动学进行了详细研究

。

他们先 从几 何分布形态

上将近邻星归属两带
，

再按光谱型和距离分组研究
。

结果表明谷德星的�值明显偏离标准值
，

并且近距星组偏离比远距星组严重
，

�一��
�

�型星组比�一��型星组严重
，

具体而言对于 ��

��
�

�型星组
，
�值从 一叔

�

��近距组�一 ��
�

��远距组���
·
�一 ‘ ·

���
一 ’ 。

����年 �
����� ‘“ ’

将近距星按实际核年龄进行分组研究
，

结果表明年老星���� ��
�

·

���

几乎分布于银道带上
，

运动特征与普遍自转无异
，

年轻星������
�

���则几乎分布于谷德带

上
，

求出� 之 一 �
�

�士�
�

���
·

�一 ‘ ·

���
一 ‘ ，

�� 一 ��
�

���
·

�一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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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举以下实例作为参考
�

����年 ����� 【 ‘
�’
从 ����星表中的年轻星得到 � � 一 石�

�

���
。

���石年 ����������‘ ’吕’从 ����星表中的 �一��型星得到 � � 一 ��
�

�土�
�

���
。

����年 �� ����「�’从 ���星表中的近距年轻星得到 � 二 一 ��
�

�士�
�

���
·

�一 ‘ ·

���
一 ‘ 。

由此可以看出
，

用谷德星资料求出的�
、

�值比正常星的结果小了许 多
，
月 由 � ��左右

变成了负值
，

�的绝对数值也偏大太多
。

尽管许多研究者在数学方面已作了许多考虑
，

如用

三维奥果洛尼科夫模型代替二维奥尔特模型
‘吕，‘ �， ‘ “ ’ ，

考虑奥尔特公式的高阶项
【 “ �’等

，

但都未

能解决问题
。

简单的圆自转模型对于谷德星系统已经不适用了
，

本星群一定还存在着其他的

运动形式
，

从而歪曲了正常的自转图像
�

�
�

本星群膨胀图像

本星群的观念最早来源于�效应
。

原来从统计观点出发
，

太阳向点附近的恒星本动视向

速度应互相抵消
，

大多数恒星正是这种情况
。

但 ������� ������
���������则确证了 �型星

存在正向残余速度��
������称之为�项�

，

这意味着 �型星系 统可能以约 ���
·
�一 ’
的速度

相对于它们的形心向外膨胀
。

����������� ������提出星 协概 念后 并指出 � 星 协可 能存在 膨胀 运动
，

������

���犯�则实际计算了一些星协
，

如英仙 乙星协
，

天蝎一半人马星协的膨胀年龄
。

包括这 些 星

协在内的许多 �
、

�星协正是谷德带的主要成员
，

这就启发人们考虑谷德带系统是否也存在

这种
�

独立的膨胀运动
。

���� 年 ��纽
‘ “ ’
专门考察了 ��� 颗 ����。 以内 �一��型星的膨胀可 能性

，

她从恒星的空

间速度梯度着手
，

在她的膨胀图像中建立了速度梯度与 膨胀年 龄的关系
，

其 推论是
�

仅考

虑 ����
� 以内早于 ��型的星协星时膨胀年龄为 ��� �����

，

考虑全体成 员时的 膨胀年龄为

��� ��
���

。

如果�项确实反映本星群的膨胀
，

那么从�项也可直接导出膨胀年龄
。

对谷德带的研究

普遍表明存在�项
，

例如 �������� ���������������‘ ’ ‘ ’得到� � �
�

�土�
�

���
· ，一 ‘ ，

������

�����。 ����������【
‘ ” ，得到扣除引力红移后的 � 二 ���

·
�一 ‘ �

对应于膨胀年龄 �一�� ��
���

。

第四节中将进一步阐明局域星际物质的分布与运动支持本星群膨胀图像
。

但简单的膨胀

假设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
，

这一方面由于其动力学起因不甚明了�参见第四节�
，

另一方面也

由于考虑膨胀因素后对运动资料的分析依然不尽人意
，

例如 ��������������
〔 “ ‘ ’
导出了一个

考虑膨胀因素后的视向速度梯度对银经的理论曲线
，

������������「�’以实测资料与之对照
，

发现实际曲线与之并不符合、

�
�

旋，密度波观点
支持胀膨图像的人将本星群作为一个类似星协那样的独立实体

，

而反对者则认为本星群

的运动特性仅是旋臂结构在太阳附近的局域特征
，

因此林家翘�加���的线性密度波理论问世

后便成为解释谷德星运动特性的重要理论之一
一般认为 �

、

�型星是旋臂结构的重要示踪物
，

既然本星群主要由 �
、

�星组成
，

很自

然的会产生一幅旋臂穿过太阳附近的图像
。

观测表明太阳附近确实存在旋臂
，

至少是旋臂状

结构
。

一些利用线性密度波理论解算本星群运动的努力�如 ���������叻
�����������

‘ ’�，，



�期 林 清等
�
谷德带与银河系运动学研究�� �

�

综述与计划 ���

���������������� �����
〔��’ ，

�
�����

，

����‘
�’ ，

��� ���� �������� ����，��’等�
，

也都求出

太阳就在密度波的峰值附近
，

这是旋臂观点的重要证据
。

但是
，

仅考虑密度波模式看来并不足以解决本星群运动问题
。

一方面
，

利用加有线性密

度波影响的观测方程求出的旋臂参数与人们 普遍接受的旋臂图像很不一致
‘�“ ’ ，‘ “ ’ ， 至少线性

密度波模式不能完全适用
，

可能需要难度较大的非线性密度波模式
。

另一方面
，

谷德星与非

谷德星有截然不同的运动特性
，

它们之间的过渡可能不是平滑的
，

这一点单靠密度波模式也

难以解释
�

�
�

本星群自转图像

早在 ���� 年
，

������，�“ ’就提出一种太阳附近恒星一边绕本星群中心旋转
，

同时随之绕

银心旋转的图像
。

���� 年 ����。 江� “ �
��

’ “ “ ’
实际算出本星群自转角速度等于银河自转角速度

的 �
�

�倍
。

这种图像由于缺乏明显的引力中心
，

动 力学 上难以 成立
，

实际 资料 的处理�如

������ ���动也表明这种自转并不真实
。

因此我们认为本星群自转图像 的可能性不大
，

但可

以作为参考
。

总结以上几种运动模式
，

我们倾向于将本星群作为一个局域实体
，

它可能既受旋臂密度

波的影响
，

也具有独立运动
，

包括膨胀或其他未知模式
。

赵君亮������
‘ “ �’的 工 作中 提到三

星流假设
，

即代表谷德带的星流 �
，

代表旋臂的星流 �和代表基盘自旋的星流 亚
。

我们认为

实际的运动图像可能是这三种运动的综合反映
，

问题在于它们之间的相对重要性如何
。

四
、

谷德带与星际物质的关系—再论膨胀图像

我们已经知道
，

构成本星群的典型成员是早型星
，

这些年轻的恒星刚诞生不久
，

与其从

中诞生的星际云必然存在密切联系
。

年老恒星既已达到平衡态
，

其运动与静态奥尔特模型当

然十分相符
，

而年轻星则不然
，

它们尚未达到自己的弛豫平衡
，

其运动与分布应当与产生它

们的星际云有一定的根似性
，

这可能正是理解年轻星系统的关键
。

����年 ��
������‘“ �’利用 ��的 ���� 谱线资料发现了一个中 性氢的局域 环形结构

，

名

之为特征�
。

��铃 年 ��
�
�����‘

�。 ’
明确指出该环代表了一个膨胀的中性氢气体壳模型

，

该环

中心在 �� ���
“

方向
，

距太阳 ����。
，

初始膨胀速度为 �
�

���
·
�一 ‘ ，

膨胀年龄为 �� ��
���

。

������ � ����������� ������‘
“ 。 ’
利用星际云的 �� 资料也获得了膨胀证据

，

膨胀速度

为 ����
·
�一 ‘ �

�����������‘川对 ��������的膨胀气体环模型增加�星际阻力的修正
，

改进

模型得到膨胀中心为卜 ���
’ ，

日心距 �����
，

膨胀年龄为 �火��
�

��
。

我们将以上数据与 ���
���� ��� ����� ������〔 “

�’
���用 �

、

�星得到的膨胀数据
�

中心

银经卜 ���
’ ，

日心距 �� 土必��
，

膨胀速度 �
�

�土�
�

���
·

�一 ‘ ，

以 及 前面提到 的各种膨胀年

龄 �一�� ��
�

�� 相比较
，

不难看出星际云的膨胀与本星群的膨胀十分相似
�

恒星也可以在分子云中诞生
，

为此
，

������ ���������� ������
’��’
对谷德带和分子云

的关系作了比较详尽考察
。

他们采用与 ������� ���������������同 样的方 法求 出了太阳

附近分子云的分布情况
，

也显示出两个带的存在
，

其中一个近于银道分布
，

另一个则类似于

恒星的谷德带
，

倾角约 ����
，

分布曲线形状与用 �
、

�星给出的曲线很一致
，

看来确实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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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谷德带的分子云对应体
。

星一样也被解释为膨胀运动
。

属于该带的分子云还被发现具有正的残余视向 速度
，

与 。
、

�

这样看来
，

本星群
，

��云
，

分子云都存在着相关 联的 膨 胀 运 动
，

��
���������

‘“ ‘ ’ 的

减速膨胀气体环模型较好地描述了这种运动
，

其 缺 点 在于一是没有考虑谷德带的倾斜性
，

将膨胀气体环主平面假设在银面上是不妥当的
，

另外就是忽略了星际物 质 分 布 的 不 均 匀

性
。

下面简要考察一下造成系统膨胀的动因是什么� 通行的观点认为是超新星爆发或恒星集

团的星风造砌气体膨胀
【 “ “，�� ’ ，

分别对应于爆炸式膨胀和持续膨胀
。

但是我们并没有发 现 在

本星群中心发生过足够强烈的超新星爆发事件
，

而从动力学角度考虑
，

持续膨胀的可能性也

更大 �吕�’ �

星协恒星风吹出膨胀气体环的典型例子是天蝎一半人马星协�中心位置 �� ���
’ ，
�� ��

。 ，

距太阳 �拍�的
。

根据 �
�����的模型

，

太阳附近的 ��分布构 成一个 �印一����� 的膨胀泡

状结构
，

泡的中心就是天蝎一半人马星协
，

太阳位于饱的边 缘
‘韶一 “ �’ 。

但 是 我 们 注 意 到 本

星群的膨胀中心并不在该星协
，

而在其相反位置��二 ���
。 ， � � ������上

，

这 里并不存在至

少应有天蝎一半人马星协那样强大的恒星集团以提供足以造成谷德带 那么大 尺度气体 壳 �半

径 印�一������ 的恒星风
。

因此膨胀系统的动力学源泉并不十分清楚
，

而有待恒星运动和星

际物质分布的进一步研究
。

另外值得提请注意的是如果星协的恒星风确对膨胀有一定作用
，

那么谷德带中几个显著

的星协无疑将使本星群的膨胀具有多个膨胀中心
，

它们的膨胀作用与主要膨胀中心相比是否

可以忽略
，

这也是一个需要加以考虑的因素
。

五
、

讨论与研究设想

�
�

以往研究中的问题所在

尽管几十年来人们对谷德带结构已作了不少研究
，

但并没有取得什么突破性进展
，

对其

运动特性的解释仍是一些未经确证的假说
。

究其原因
，

除了自行
、

距离等实测数据数量
、

精

度不够外
，

我们认为还应考虑以下因素
。

首先是关于谷德带成员的物理本质
，

这是一个概念性问题
。

如果谷德带是一个局域独立

实体
，

它的成员应该共同具有与带外恒星相区别的物理特征
，

传统的以空间分布定义的谷德

带概念已太粗略了
，

它无可避免地使谷德带和银道带的成员相混杂
，

从而大大影响了运动学

特性的研究
。

近来的一些研究虽注意到了按光谱
、

年龄等物理性质分类研究
，

但往往局限于

某一方面的性质
，

而没有进行全面的比较
，

因而没有能够明确指出谷德带成员究竟应该用什么

物理性质来表征
，

而在此问题没有解决之前
，

谷德带就始终是一个含混的概念
，

关于它的运

动学分析便不能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确实代表该系统独特运动特性的运动模式来
。

其次是关于暗星问题
，

以往的研究几乎都只局限于亮星�������的资 料
，

暗星则总是

被用来刻划银河系普遍自转
，

从而被排除在谷德带之外
，

但是视星等的亮暗并不代表什么本

质的物理差异
，

它怎么可能成为一个独立系统的特征呢� 因此这种排除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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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主要 目标

首先
，

我们要确认谷德带系统的物理本质
，

在保证求解精度的前提下
，

我们将用尽可能

细的物理指标来进行分组研究
，

从分布和运动学两方面考虑哪一种物理因素引起的分布形态

最具个性
，

同时运动与奥尔特模型偏离最严重
，

经过仔细的比较可望找出能够明确代表谷德

带特性的物理要素
，

确定谷德带成员
。

我们的研究中必须包含暗星
，

���星表提供了目前精度最高的自行
，

其 扩展星也达到

了 ����之暗
，

正是适合我们使用的基本星表
。

鉴于作为谷德带主体的 �
、

�型星 在 ���星

表中数量仍嫌不足
，

我们将采用其他星表中的早型星对其作适当扩充
。

对于已确认为谷德带砌员的恒星
，

我们可以进一步用各种理论模型来拟合其运动
，

研究

现有各种模型的适用性和综合效应
，

具体的数据处理方法我们将在后续文章中给 出 综 合 分

析
�

同时
，

非谷德星则可以很方便地用于求解银河自转参数和岁差常数等有用信息
�

总领全文
，

我们感兴趣的问题是
�

反映本星群内在性质的物理特征是什么� 完善刻划本

星群运动特性的模式是什么� 本星群是一个类似于星协的独立的局部演化实体吗� 这些问题

的解决无疑可以深化我们对银河系旋臂结构和演化问题的了解
，

揭示更丰富的银河系大尺度

结构信息
。

如今
，

���星表系统已经为我们提供了新的高一级的数 据基础
，

我们期 望通过

努力可以对以上问题给出一个明确的回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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