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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本文概要地介绍了太阳红外观测的特点
、

困难和检测技术上的飞速发展
。
同时

，

对目 前太阳

红外观测和研究的结果作了全面评述
，
其中着重讨论红外波区在取得太阳大气各层次信 息中的作

用
、

在红外进行太阳宏观电场和高灵敏磁场测量上的优点及其初步结果
。
文中还 展 望 了 叨 年代

太阳红外观测和研究的前景
。

一
、

引 言

由于观测技术的困难
，

对太阳红外波区长期来一直未曾很好地探索过
，

已作过的一些零

星观测
，

所得的资料不仅其时间及空间的分辨率都极低
， ’

而且集中在少数波区
，

大部分太阳

红外波区的研究几近空白
。

近年来的研究说明这个波区可以对太阳的温度
、

压力
、

磁场
、

电

场和化学含量等多种参数提供有效诊断
，

因而是非常重要的
�

同时
，

由于这几年新型红外检

测器的问世及原子和分子物理方面的进展
，

使全面开拓这个领域成为可能
�

目前
，

国际太阳

界对红外观测和研究的重视正在与 日俱增
�

国际天文学会 ���次学术讨论 会����� 年 �月在

美国 ������ 召开�就
“
红外太阳物理

”

进行了专题讨论
�

虽然
，

到 目前为止
，

太 阳 红 外特

别是远红外的观测研究
，

尚属刚刚起步阶段
，

但已有相当多的有趣结果
。

二
、

红外观测技术

�
�

红外观侧的特点和困难

地球大气吸收带在��石���干燥区可扩至不�忘些��和李多印林贝
、

波区有透过窗 口
，

句以在

地面上进行天体的红外观测
�

但天体红外光子是很难检测的
。

首先
，

由于周围环境有一个不

等于绝对零度的温度�������
，

平时观测到的是天空
、

望远镜
、

检测器… …等辐 射 的平均

值
。

根据普朗克定律
，

波长在 �
、

�卜� 之外
，

天空和周围环境的辐射就不能完 全 忽 略
，

这对

远红外弱天体信号影响特别严重
�

此外
，

大气起伏造成的
“

大气噪声
”

也足 以 影 响 观测结

果
�

因此
，

除对检测器等一切环境尽可能冷却之外
，

通常还采用双束补偿法以消除大气起伏

影响
�

其次是红外光子能量低
，

一个 �
�

�卜� 的光子能量约 �
�

示�
，

而一个 ��林� 光 子 能量

只有 �
�

����
。

为了能有足够的信噪比
，

就必需在一次测量时间内收集到大量 光 子
。

这就要

���� �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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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望远镜口径尽可能增大
。

从另一角度看
，

由于红外波长增大
，

同样 口径的望远镜
，

其爱里

衍射斑的角直径也随之增大
·
即仪器空间分辨半下降

·

也要求望远镜增大 口径以得到足够的

空间分辨率
。

最后
，

也是最困难的
，

就是要有合适的检测器
，

将红外光子能量转为电信号或

其他可测信号
。

这种检测器应具有高量子效率和小时间常数
。

红外观测虽有许多困难和不利之处
，

但也有一个显著的优点
。

那就是天空大气散射光随

波长增加而很快下降
。

当观测波长长于 �林�
，

散射就比天空热辐射小得多
。

这对观测光度微

弱的 日冕特别有利
。

�
�

红外检浦器

多年来阻碍太阳红外观测进展的主要原因是检测器不灵敏
。

有很长时期
，

主要的红外检

测只有红外底片
、

���光敏电阻等少数检测手段
。 ’

不仅检测波区只能限于近红外�簇�件��
，

还有不少缺点
。

红外底片的灵敏度近年虽有提高�” ，

但量子效率低
，

线性差
，

动态范围小
，

数据处理不便
，

要求低温保存等缺点依然存在
�

至于 ���光敏电阻之类
，

则灵敏度低
，

时间

反应慢
，

亦不理想
�

这种状态在近 �� 多年中有很大进步
。

到 ��年代中后期
，

已涌现出一批

新的光电材料
，

可以在不同波长的红外波区工作
，

有的量子效率相当高
，

但多半只有单点测

量器件
。

近 ��来年才出现所谓混合焦面阵
。

这种器件将许多光敏元件�像元�镶 成 面阵
，

用

与之相
�

接的多路器按一定时序轮流输出像元中的光生电荷
。

多路器可 以 用 ���
、

���或二

维 �������
�

前者常称为红外 ���
，

实际上 ��� 的作用只是读出信息
，

并非光电转换元件
，

至此
，

在红外区
，

高效两维的实时观测才真正实现
。

这几年红外检测器发展极快
，

品种繁多
。

直接用硅片制成 的 ���
，

测 量 红 限 只 能在

�
�

�协� 左右
�

要测更长的波区
，

必须采用其他材料
。

红外敏感的光电器件按其光电效应不同
，

可以分为光伏器件����
、

光导器件����和杂质能带电导器件�����等
。

表 �列 出 几种常见

的红外检测器
，

这些检测器在工作时需用液氮或液氦致冷
，

才能降低背景噪声
。

这在一定程

度上增加了使用的复杂性
。

表 � 常用红外探测器，一
句

器件材料
改进型

�����

一…
��二

工作波区�林�� �
、 ，�·

�

�
‘ �‘

峰值量子效率 ��乃

�������� � ��� ������� ����。 � ��护护

�����������

���
，

���
」、
簇 探�

·

��� 镇�
，
���

�

��
�

���

�����
�

��� �
�

�‘ 。石��� �
�

����� �
，

� �
一

�
�

�

份 ���一��������������� ����之简称
�

用表 �列出的光敏元件所制成的两维阵具有量子效率高的优点
，

还保持足够的反差转移

函数 ‘ ” ’ ， 因此较为理想
。

但这类新型红外检测器也有一些不尽人意之处
。

由于混合焦面阵镶

拼时工艺上的困难
，

所以 目前红外二维光电器件还不能做得像一般 ��� 面阵那样 大
。

一般

只能做到 工��
����像元

。

另一个问题是像元之间灵敏度差别较大
，

甚至 达 印�川
。

因此
，

必须作平场等一系列的图像恢复工作
。

此外
，

在红外区工作比在可见区容易产生干涉条纹
，

选用时需 别谨慎
。

目前
，

红外两维阵在太阳实测上基本上还处于试用阶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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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红外成像和分光仪器

在近红外波区
，

现有的一般能适用于可见区的成像仪器均还可以使用
，

分光则因红外窄

带滤光器制作技术尚未臻成熟
，

所以到现在为止
，

所有红外观测都是采用光谱方法进行的
�

在这个波区进行观测研究的有美
’�’ 、

中川
、

日，“ ’
和前苏联，�’等国

。

远红外区
，

如前所述因波长增加致使空间分辨率以及每条谱线多普勒宽度中的光子流量

均比可见区明显下降
。

只有 口径足够大的望远镜才能获得较好的空间
、

光谱和时间分辨率
�

到 目前为止
，

所有 ��林� 波区的红外观测都是用 当今最大的太阳望远镜一美国国立太阳台的

�� 口径的 �
�����望远镜进行的

。

该望远镜配有傅立叶光谱仪�����
，

采用特 殊 的 ���
�

�����������������装置�起窄带滤光器作用�以提高信噪比后
，

可�汉在入射孔径 �，‘
�

�一�“
�

�

条件下
，

积分 ���一����
，

获得光谱分辨率 入�△入���

�� �护 的资料
‘ “ ’ 。

最近又在该望远镜的

��
�

�� 垂直光谱仪上
，

配置了 ����杜瓦瓶
，

更换不同光栅
，

分别可以将观测的红限�由光栅

限制�扩展至 �
�

�卜� 和 ��协�
。

三
、

太阳红外观测和研究概况

太阳红外观测和研究正从近红外向远红外扩展
，

观测的热点集中在 ����� ���入
、

高项

帕邢线
、

�
�

�件� 和 ��林� 等波区
。

近年来太阳红外观测和研究方面的主要结果大致可概括如

下
�

�
�

��������入线的观测和研究

��� �� ���入是一条色球线
，

也是宁静日面上能观测到的唯一一条氦吸 收
‘

线
。

自��年

代中期美国的 ������发现从 �
�������线单色像上可以辨认出通常只能在 � 射 线 像上才

看到的冕洞后
，

这条线的观测和研究成为一个热点
，

对它进行了常规扫描和多方面的观测研

究
�

��� 关于 ��������图上
“

暗点
”
����� ������的研究

根据 ���
���等

‘ “ ’����年的报道
，

在 ����� ���单色像上有许多比周围暗 约 ���
，

大

小在 �’ 产

一��，，之间的
“
暗点

” 。

经过对比
，

他们认为这些��������
“

暗 点
”

是 �射线 日冕

像上的亮点
，

也就是所谓的微型活动区在色球上的对应物
。

����� 等在过渡区 形 成 的 ���

波长处观测到一些小尺标��“ 一�『‘
�射电源

，

并解释为与日冕亮点有关
。

随后
，

������ 等
，‘ 。 ，

分析了同时观测的 ���� 和 ��������资料
，

发现虽然 日面上寿命大于 ��的小 尺标射电源

���
，，
一��

，，�和 ��������
“
暗点

”

的数 目大致相等
，

但并非一一对应
，

其中只 有 ��一���

是相关的
，

因而得出色球和 日冕加热可能是独立 的 结 论
。

�����
�

犷等
‘
川对比了 ����� ���

“
暗点

”

和光球磁图之后
，

发现当极性相反的磁结构靠近���，‘
�

、

相遇和对消时会产生 ���

�����像上的
“

暗点
” 。

����和 ������ 【 ’ “ ’研究了 ��������
“
暗点

”

处的 �� 亚�线光谱
，

发现�线多呈蓝移
，

特别是冕洞中的
“

暗点
” ，

�� 亚�线蓝移更为明显
，

说明有物质外流
，

可能与高速太阳风起源有关
。

��� 太 阳活动 区流场

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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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测定首先是在 ��� 上用 ��线作出的 “ “ ’ ，

考虑到 ��������线的光学厚度比较适中
，

解释起来比 �
。
等光学厚的谱线容易

，

�����等
‘
川试用 ��������进行活动区速度场的测定

，

得出的结论与用 �万线基本一致
，

即速度反变线 犷
。
一般与磁中性线 一 致

，

且 在 犷
。
线向 日

心一侧为蓝移
，

但其速度图与强度图有相关性这点与 �万结果不一样
。

�����������线中显示 出来的 ��年周期 变化的迹 象

��� ������‘
’ ‘ ’测量了全 日面�

���� ��� 线等值宽度�
，的平均值之后

，

指出此值在�盯�

年到达极小一���入
，

比黑子极小提前一年
，

此后稳定增加
，

在 ����年末到达极大一���入
，

比黑子极大推后一年
。

���� 紫台尤建沂等
「‘ 。 ’
测量了近 日面边缘处的 ��������强度变化

，

发现 工胎�年日面边

缘外 �
�������发射极大值明

‘

显比极小年的 ���� 年大
�

之后
，

仍持续增长
，

到 ���� 年春
，

极大后一年
，

仍未下降
。

�����苏联 ������� 天文台的 ����������，川用 ��磁像仪观 测
，

发 现 日 面 上 的 ���

�����
“

暗点
”

数在太阳黑子极小年约为 旬�个
，

到了极大年则减至 ���一��� 个
，

与 ����

相对数呈反位相变化
，

在 �盯�一王���年 系 �
�

���

�����������耀斑特征

由于 ��������耀斑的观测资料很少
，

所以此线中的耀斑特征至今还不 十 分 清楚
，

甚

至像 �
。
耀斑亮区在 ����� ��� 中对应的是发射还是吸收

，

各人的结论也还很不一样
。

早在

���� 年
，

��������
一
������� “ �’

在一个评述中给出了这样一个结论
�

小 耀 斑中 ��������

均为吸收
，

只有 �
�

级耀斑核心区 ����� ���才呈发射
。

但几年之后 ����和 ��记������ ‘ ’�’的

结论却大不相同
，

他们研究了�� 个亚耀斑的 �� ���的扫描单色像
，

发现所有的耀 斑至少有

一个或更多的发射核
，

尺寸比 �
。
耀斑亮区小得多

，

约 �“ 二�“
。

最近 ��� 等������
‘�。 ’在紫

台拍摄了若干小耀斑和亚耀斑光谱
，

发现的确在有的小耀斑甚至亚耀斑中有��以
‘
的发射核

，

并摄到了它们的光谱
，

但也有些耀斑未检测到其发射核
�

并发现耀斑中 �
���� ��� 发射核常

产生在黑子半影或小黑点������中
，

其光谱轮廓多半呈红不对称或整体红移
，

暗示有物质向

下流动
�

日本 �������� 等 观 测
’

得 到的结果亦 相 类 似
。

����年 ������和 ������【�‘ ’观测

到一个持续时间很长的 �����
�

�大耀斑
。

她们将 ����� ��� 图中的暗双带解 释 为 �
。
耀斑

亮双带的对应物
，

这与 �����
���一������� “ �’结论不一致

，

也许与 其 ��������资料 是在

耀斑下降期取得有关
。

在 ����年 �月 �� 日边缘大耀斑 ������ 的脉冲相时
，

紫台观测到一

个全宽超过 ��入的罕见大加宽的 ��������耀斑光谱
，

轮廓可以用压力加宽很好 拟合����

和 ������【
�“ ’�

，

但难于用现有的几种加宽机制作合理解释
，

看来加宽的真正原因有待进一步

研究
。

�幻 其他

在 ��������线中还作了不少工作
，

如观测 日饵的 ��������线光谱以探求 其 温度结

构 ‘�“ ’， 又如同时观测 日饵的
」

��������线和邻近的两条日冕线�
� �����叮盯八昨�� 以研究

�一�过渡区 〔 “弓’ � 又如观测暗条的 ��������线震荡以探索震荡的起源�么“ ’等等
。

�
�

妞的高项帕邢魏系

长期来太阳 项 线上的工 做 很少
，

只是 用其光学厚度 的特点与对应的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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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末线对比可以用来探讨色球
�“引或 日洱中的 自吸收和偏离局部热动平衡情况

。

近二 三年来
，

由于直接测量太阳大气中的宏观电场这个问题的提出
，

高项帕邢线观测才成为一个热点
�

其实
，

测量太阳大气中宏观电场的建议早在 ����年��
�� 就提出了

，

但其 后 没像太阳

磁场测量那样受到重视
，

可能一直存在这样的误解
�

即在高度导电的等离子体中
，

电场应是

短路了
，

除小子 ����� 半径范围内
，

等离子体应处于很好的中性状态
�

但近年 来
一

的理论发

展说明太阳大气中可能存在电场
，

如耀斑的 ���
比

��
�� 模 型 或

������ �������� 模型
、

中性

电流片模型等都预示有超过 �一����
�。 一 ’

的宏观准静电场存在
。 � �

由于宏观电场对等离子体加热
、

带电粒子加速和传输起相当大的作用
，

近年来宏观电场

测量逐渐受到重视
，

有 ������等几个小组在从事这方面研究
，

������和��������
“��对太阳

大气电场专门作了评述
。

目前电场测量方法有好几种
，

用得最多的是氢的线性
�

斯塔克效应水

在强场�电 场 中 谱 线分裂大于精细结构�情况下
，

谱线会分裂
，

裂距正比于场强�和波长 久

的平方
，

并大致随谱线跃迁上能态的主量子数
� 的平方的增加而增加

�

与磁场中的塞曼效应

相类似
，

电场中谱线也会分裂成具有线偏振的 � 和 二 分量
，

只不过其相对位置不同
。

利用谱

线加宽与偏振之间的关系
，

������� ������首先提出制作成像电场仪 ���盛���� ����行���妒

���
，

并试用来测量耀斑中的电场
。

因所用谱线为 �“
和执

，

灵敏度太低
，

未能成功
�

以后

������等������独立研制了一种与此相类似的技术
，

应用高项巴耳末线
，

测量 日饵和耀斑

后环中的电场
。

近两年这种电场仪较前又有改进 ‘ “ ，’ ，

它把一个 入��波片和一个线 偏 振器直

接放在 �����
�� 日冕仪焦后

，

转动 入��波片
，

可得谱线宽度与偏振的关系�图 ��以测量横

向电场
。

谱线也改用高项帕邢线一�
，。�入����入�

，

其斯塔克分裂比对应的巴耳末线大 �倍以

门川︺
���

�
、

一 ，口 ，，
�

月， 一

��
门引日

脚︸﹃一

月， 七� 门�� �‘ ，�叫
，� � ‘ ��

川口， 甲目 ��� 门曰 �口 ��� ��，

���
’
���

刀护门“
︸︸︸

︸
，

卜卜

图 � 沙克峰天文台 ���电场仪简图‘” ，

�
�

���������微机 ��� 兆主频
，

�� 兆硬盘�及图像采集器 �� 视频监视器 �
�

�����色散度 �
�

������ �������� 摄像机�水平 ��。像
�

垂直���像� �
�

光栅

吕
�

物镜
，

直径����
，

焦距�� �
�

遮光板�直径��� ��
，

半波 ”
�

固定偏振器

万用摄谱仪
，

�
�

狭缝 �
�

冕仪
��

�

步进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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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

可以测量����
·

��
一 ‘
的宏观电场

。

�。 ��� 和 ������
‘ “ �� 已用此仪器观测过 几 个宁静 日

饵的电场
，

测得的电场不超过 ���
· 。 �

一 ‘ 。

���� 年墨西哥 日全食时这个小组也曾用类似仪器

观测过色球和 日饵的宏观电场
，

结果尚未见报道
。

�
�

�
�

�林� 波区
�

由于 �
�

�协� 处不透明度最小
，

在该波区可以观测到最深层的光球
，

已接近温度极小区
。

一

因而可以研究深层米粒对流及温度极小区的热不均匀性和光球深层的光斑情况
，

从而改进现

有的大气模型
�

例如
，
������ 等

‘ “ ��
用 �� �� ��� 像 机 在 红 外 �

�

��协� 处拍到了深层光球

像
，

发现在可见波区和紫外波区发亮的磁光斑在 �
�

��卜� 近 日心处却是暗的
，

意味着大气深

层亮度温度在下降
。

这与辐射加热的光斑模型是相洽的
，

而与要求更多局部电流
、

波或系统

流加热的图像相悖
。

、

此外
，

在这个波区新近发现一条磁敏线一 入」
�

���
�

�����
，

其 ����。 因子 �高达 �
�

�，

���
����� 等������指出此线适宜做磁场测量

，

现已试用两维 ������ 阵���� ���分像元�对黑

子磁场作了侧定
。

���
��等

【 “ ” ，利用此线
，

提出了一种可以测量空间上分辨不出 的 小 磁流管

中的场强分布的方法
�

其主要依据基于 入����
�

��� �� 分裂线宽度及其与另外 �条 磁 敏线

��条红外
，

�条可见区谱线�的斯托克斯�轮廓的比较
。

得出在小磁流管中场强随高度递减

的结论
，

还得出了管中场强和流管尺寸等参数
�

�
�

远红外波区

在远红外区进行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

��� 观刚连续谱和谱线从习 心到边缘的强度 变化
，

以研究太 阳 大气模型

这是一个比较经典的工作
，

在各个光谱区都做过
，

远红外则有其特殊的诊断价值
。

如在

��林� 波 区 处做的日心一边缘观侧
‘ 。 ” 就未曾发现 ���

��等许多人理论上预测的临边增亮现

熟 因而对有关模型的正确性提出了质疑
。

��� �觅红外辐封强度分布

太阳系中充满了各种尘埃粒子
，

许多力
，

特别是 ��������一��������� 效应 会使粒子减

速并返回太阳
，

在距离太阳某个位置时蒸发
，

造成太阳周围有一个无尘壳
，

壳的大小与尘埃粒

子尺寸
、

分布和成分有关
。

蒸发时造成的温度增高会发射出可测量的红外辐射
。

��������
‘ “ “ ’

曾在 ����年 日全食时测得在 �个太阳半径��
。
�处 �冕的红外辐射有增 加

。

其 后
，

不断有人

利用 日全食机会�如 �济�年
、

����年
、

���� 年�在不同的红外波区进行此项观测
，

探求是否

真有此壳及其位置的所在
。

�����协� 波区

磁场在太阳大气中起着主宰作用
，

精确的磁场测量资料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

现在磁场

测量主要利用塞曼效应
。

在可见区
，

塞曼分裂是很小的
，

一个 �����的磁场
，

其 裂 距仍不

能大于太阳谱线的宽度
。

因此
，

平时只能测量 ������ 参数轮廓
，

即用偏振测量 来 定场强和

方向
，

这种测量的精度往往难于达到测向量场的水平
，

并且 ��
����轮廓的解释和 所 采用的

模型不能完全无关
�

另一方面
，

塞曼裂距与波长平方成正比
，

而谱线的多普勒宽度则随谱线波长的增加而增

加
�

所以塞曼分裂与多普勒宽度之比与波长成正比
。

显然波长越长磁场测量就越有利
。

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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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寻求红外磁敏线
〔 “ “ ’ ，

但均限于近红外 区
。

到了 ��年 代 初 ������� 等 〔“ ‘ ’和 �。
����及

���
��‘ “ “ ’分别独立发现了在 ��协� 区有一些高激发线

，

在黑子半影甚至谱斑中其塞曼分量就

可完全分开
�

这立即引起了人们往意
，

对这些线进行了研究和观测
�

已证认这些线是中性镁

和铝高能级之间的跃迁 ‘ 吕“ ’ ， 其中观测得最多的 ��
�

�协� 线则是 �����一��之 间的跃迁
�

由

于 �������一����效应
，

通常的三重态已变成正常的 � � �的塞曼分裂
，

这点最 近 已为实验

室测量所证实
。

它们在 日面光谱中表现为一个浅���的 �连续砂而宽的吸收 线
，

中 心 有 ���

缝续谱 的发射
�

发射核半宽不大
，

仅为 �
�

韶入
，

排除了其 日冕起源的可能性
。

发射 强度随靠

近日面边缘而增大
，

大致正比于 ��卜
，

说明谱线是光学薄的
，

这些都特别有利于磁 场诊断
。

图 �上给出了 ��协� 区二条 ���线的光谱
，

可以看到在 ���� 的谱斑区三个分量就可以完全

分开
�

可惜在黑子本影中检测不到这条线
。

目前对这条线还有好些不清楚之处
，

如其形成高

度�可能在温度极小区
，

但不确定�
，

又如它的激发机制等
，

这对进一步资料分析有影响
�

俨

六州
川

二
日

�、 二

�
从���

纹 �
‘ ’
�� ’
�

吕�� �

一一一
·

一一

一
。
︸︸

八一
二�
航

·

气一����
丫一

�
�

助
�
�

�

帮
�
‘

卞一
一

�一
�一
卜

干振

�������
�

人�
魂�盆，��

嘴�工

图 � ��件�波区的两条���线〔，��。 ���黑子本影� ���靠日心侧的半影� ���边缘侧半影� ������近日心谱斑
�

�两位置

由于这些线显示出在磁场特别是向量磁场测量上的巨大优越性
，

很快成为远红外区的一

个真正热点
�

尽管现在观测还有相当难度
，

但已经作过一些观测
， 一

井获得了 一 些 有 趣的结

果�’ ，习，，�

��� 一 活动区位置从 砰� �
�

��变到 件� �
�

��过程
，

到的塞曼裂距在下
，

很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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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磁场随高度变化很小
。

���� 观测到各种大小的塞曼分裂
，

从谱斑的 ���� 到宁静日面的零高斯
，

强度变化是连

续的
，

并没发现有强场受小的填充因子遮掩的证据
�

����� 黑子绝对磁场强度的径向下降快于通常来用的关系 �������
�恶�

。

�� 在 �����
�

�林� 中观测到了一个 �����
�

�大耀斑 ‘ “ “ ，，

耀斑发
一

生 时 ���发射强度

增大了 ���
，

并观测到了本影区的发射线
。

在耀斑极大和后期
，

半影场强绝对 值 变 化不超

过 ��������
，

但可以看到磁力线倾角在改变
。

一

�
�

荃础工作

近年来红外研究迅速发展是与做了大量基础工作分不开的
。

这方面工作包括
�

���红外谱线的证认
，

其形成和激发机制
， ‘

能源函数
一

以及是 否 偏 离 ���等
，

包 括 理

论
「�� 八 ” 和实验室工作

�

一

���氢的高项线的斯塔克效应研究
‘弓‘ ’ 。

���描绘和出版了一批红外光谱图
，

继��年前极近红外光谱图后
，

这一
、

二年又有两本新

的红外光谱图问世
，

它们分别为宁静 日心的 �
�

�一�
�

�卜� “ “ ’
和黑子本影的 �

�

��一�
�

�卜� ‘刁“ ’光

谱描迹图
。

四
、

太阳红外物理研究展望

综上所述
，

可知太阳红外波区可以提供从光球最深层到 日冕各层的信息
，

并在太阳大气

磁场和宏观电场测量上有很大优越性
。

故可以预料今后十年中国际太阳界将继续以极大兴趣

开拓这个领域
，

并已提出建议
，

要求投入相当力量改进红外观测仪器 ‘川
。

加强研究
�

�
�

加紧包括检测器在内的焦面设备研究
� ，

�
�

对现有大中型设备加以改造
，

使可以在红外工作
�

�
�

建造一个大 口径红外望远镜��一����
，

主要工作在 �一��件� 波区
，

建议 后 面 配置

大 口径�一���反射式 日冕仪
�

�
�

研究红外成像分光技术
，

特别提出研究红外窄带滤光器和红外偏振器件
，

使 之 可以

用滤光器代替光谱仪做成像电场仪和 ��卜� 处的磁像仪之类的仪器
。

并提出除了氢的高项帕

邢线之外
，

还希望试制氢的布喇开和普丰德谱线的电场仪
，

以进一步提高灵敏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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