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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尔 一 波普彗星喷流的一次成功检测

陶 隽 钱伯辰 汤 源 邵正义

�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 上海 �������

上海天文台佘山观测站 �
�

���� 望远镜于 ����年 �月 �� 日北京时间 �� 点 �� 分拍摄了海尔 一 波

普彗星的 ��� 图象
。

使用的滤光片是 �
，

露光时间为 ���
。

经过偏流 ������
、

暗流 ������以及平

场 ������改正的图象上可以看出彗核附近有 �条喷流
，

但是并不十分清楚 �见图 ��
。

这主要是由于喷

流叠加在较为均匀的彗发之上
，

而且彗发的亮度与喷流相比差别不大
。

这就给喷流的研究带来了很大

的困难
。

为了将它们分离开来
，

我们用了三种方法进行尝试
。

首先假定彗头的亮度分布类似恒星
，

只是

它的 ���� 较大
。

利用 ���� 软件包密集星场测光中去除恒星的方法将彗头去掉而留下喷流
。

由于

彗头亮度分布与恒星有较大差异
，

结果并不理想
。

第二种方法是假定彗发中无喷流部分的亮度分布是

对称的
，

然后设法在彗星的 ��� 图象上扣除彗发的影响
。

由于海尔一 波普彗星喷流分布极广
，

因此

很难得到理想的彗发分布函数
，

结果也不尽人意
。

最后
，

我们采用小波分析的方法成功地分离出了海尔

一 波普彗星核区的 �条喷流
。

我们用二维墨西哥帽 �������
� ����小波来处理观测得到的 ��� 图像

。

由于墨西哥帽小波对于

与波长 � 有同一量级的结构特别敏感
，

无论该结构是孤立的还是叠加在均匀背景或平滑的大尺度结构

之上都是如此
，

因此特别适合于从原始图象中提取不同几何尺度的信息 �‘ 一��
。

此时
，

我们只要认为彗

发与喷流具有不同的结构尺度
，

即可将两者分离
。

为了减少计算量
，

我们在 ���� � ����像素的图象上截取包括彗核
、

彗发和喷流的那部分图像进

行分析
。

具体大小为 ��� � ���像素
，

相当于 ��� � ����������
。

由于墨西哥帽小波函数在�’�倍 �典
型的倍数为 ��的波长处很快趋近于零

，

所以实际计算时只考虑距离 �� 以内的点对小波强度的贡献
。

从小波波长为 �个像素 �、 �
�

��������的小波强度分布图 �见图 ��上可以清晰地看到 �条喷流
，

这与哈勃望远镜同一天拍摄的图像是一致的
。

从图 �和图 �的比较可以看出
，

原始观测图象上的喷流并不清楚
，

而经小波变换后就可以清楚地

看出 �条喷流
，

这给喷流的研究带来了方便
。

一般认为
，

彗星活动主要由太阳辐射加热彗核而释放出气体和尘埃引起
。

彗核中存在被 ��� 包围

的囊包 ��������
，

囊包中有易挥发的物质如 ��� 等
。

当囊包受到太阳辐射时
，

这些物质迅速气化导

致喷流和爆发 �“ 一��
。

一般说来
，

在较大的日心距离上新发现的长周期彗星与短周期彗星相比总是表现

出较大的活动性
。

这可能因为这类彗星与短周期彗星相比
，

其彗核较松散而且包含了更多尚未气化的

易挥发物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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