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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 巴 谷 参考 架惯性特征

朱 紫

�中国科学院陕西天文台 临渔 �������

摘 要

通过分析和比较依巴谷 自行系统与 ���及 ��� ��� 自行系统之间的关系
，

研究了依巴

谷系统的惯性问题
，

指出该系统可能仍然存在较大的非惯性剩余旋转
�

关 健 询

分 类 号

天体测量 一 参考系 一 星表一 自行系统

����

� 引 言

含有 ������颗天体位置与自行的依巴谷星表于 ����年 �月发表
�

根据 ���决议
，

依

巴谷参考架已于 ���� 年 �月起正式取代 ���系统
，

成为光学波段上新的实用参考架
�

早

在 ����年 �� 届 ��� 大会 �召开于 �����
�
������有关参考架问题的决议中就已经指出

，

新的空间天球参考架 �指依巴谷�必须建立在射电 ����河外参考架基础上
，

并要求其空

间指向的惯性精度优于 ������
·

��一�
�

因此
，

有关依巴谷架非惯性旋转问题便成为至关

重要的问题
�

依巴谷星表是通过对大量银河系天体的观测
，

并经由 ���向河外射电架的联接而建

立的
，

其原点和基本面为 ������� 春分点及 ������� 平赤道面
�

据依巴谷工作组声称
，

建

立在国际天球参考架 ������上的依巴谷系统
，

其惯性精度为 �
�

�� ���，��一 ’ ���
，

完全符合

��� 决议的要求
�

众所周知
，

以 ���为代表的基本天球参考系为一动力学系统
，

其参考架特性依赖

于分点运动的改正一 岁差改正和春分点的虚运动改正值的测定
�

数十年来 ����
、

��� 和地面照相观测所测定的岁差改正结果 已十分一致
，

为 一������
·

��一���，�】 ，

这一

结果 已被人们所公认
�

建立在河外射电����上的依 巴谷参考系为一运动学系统
，

它

所构筑的参考架被认为是准惯性的
�

因此理论上在 ������� 历元
，
���与依 巴谷系统

之间应存在一简单的随时间旋转关系
，

即两 自行系统之间正好相差一岁差常数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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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一分点虚运动改正
�

通过对 ���和依巴谷 自行系统之间的比较
，

可以研究依巴谷参考架的惯性或非惯性

特征
。

本文将 ���系统的扩展星表 ���� 及 ����均分别含有约 ��� ��� 颗星�与依巴谷

星表比较
，

发现两系统之间的旋转矢量与岁差改正测定值不符
�

为了进一步验证这一结

果
，

我们对约 �� ��� 颗 �
一

� 型 巨星 �依巴谷与 ���� 的共同星�
，

进行了银河系运动学

分析
，

发现由两系统所导出的银河系 自转速度竟相差约 �� ��
·

�一�
。

两种方法所得到的

结果都显示了依巴谷参考架可能仍然存在较大的剩余旋转
，

从而提出
，

对于依巴谷系统

的问题必须进行多方面深入研究
。

� ��� 自行系统与依巴谷 自行系统的比较

根据 �������������系统�的自行资料和依巴谷 自行
，

我们曾用早型 �
一

� 型星和

晚型 �
一

� 巨星研究过银河系的运动学问题
�

根据研究发现
，

分别由这两种不同自行资料

所导出的银河系自转速度之差约达 �� �� 一
�【�一�� 。

其中
，

在分析 ��������� 自行资料

时
，

已经考虑了岁差改正的影响
�

进一步分析发现
，

两种 自行系统之差恰恰反映出二者

所导出的银河系运动学 ����常数 � 和 � 之差 �参见文献 ��� 中的图 ��
，

表明 ��� 自行

系统与依巴谷 自行系统之间很难以分点的岁差改正及分点的虚运动来解释
。

�������和 �������‘ 直接用一千多颗 ���基本星的自行数据与依巴谷 自行进行了比

较
，

得到两系统之间的空间旋转矢量 卜��
。

由于 ���星表中星数稀少等问题
，

作者分别

采用了两个大型地面天体测量星表 ����和 ��� 的 自行数据
，

研究了它们与依巴谷系

统之间的空间旋转关系 ���】 �

这两个星表均为 ���星表的扩展
，

并且都包含了约十万颗

依巴谷星
�

文献 ����中的表 �分别给出了 ���
、

����
、

��� 等星表系统相对于依巴

谷系统之间的空间速度旋转关系
，

结果表明
，

不能简单地用分点的岁差改正及分点的虚

运动的关系来理解传统的 ���参考架与依巴谷空间参考架之间的关系
�

用 ����
、

��� 星表的自行和依巴谷 自行比较
，

我们进一步研究了其 自行局域相

对误差分布 ����
�

结果显示
，
����和 ��� 相对于依巴谷系统都存在着十分明显的局域

自行误差
，

且表现出非常相似的分布规律
�

这种分布主要显示出一种围绕南北天极轴旋

转的特征
，

而且南天区的误差又明显地大于北天区 �文献 〔��中的图 �和图 幻
�

该分布

特征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由 ���系统 自行资料所导出的银河系自转常数明显小于由依

巴谷 自行所获得的这一常数的原因
�

另外
，

我们还研究了 ����和 ��� 相对于依巴谷

自行系统之间的星等差及色差
�

分别以依巴谷 巧 星等和 � 一 � 色指数为横坐标
，

文献

���」中的图 �和图 �给出了 ����和 ��� 相对于依巴谷系统 自行差变化规律
�

其结果

显示
，
����

、

��� 相对于依巴谷 自行系统都表现出十分明显的和相似的星等差及色

差
�

因此可以得出结论
�
���系统所构成的参考架

，

其内部呈现出十分明显的非刚性特

征
，

即其参考架缺乏 良好内部一致性� 这种非刚性特征表现在随空间指向
、

星等范围
、

光谱型乃至于空间距离的不同而异
�

因而难以用分点的岁差改正及分点的虚运动的关系

来理解传统的 ���参考架与依巴谷空间参考架之间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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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自行系统与依巴谷 自行系统之间的关系

��� ���照相星表包含约 �� 万颗恒星及星系
，

集中在赤纬 一��� 和 一��� 之间
，

共有

���个天区的观测 ���】 �

由于 自行的测定是直接相对于河外天体的
，

因而 ��� ���的自行

系统是绝对的
�

该星表含有 �����颗依巴谷星
，

其中共有 ����颗单星
�

每个天区所包含

的依 巴谷星 ��、 ��� 颗不等
�

利用 ���� 颗 ��� ���和依巴谷共同星的自行数据
，

采用文献 【��所给出的方法 ，

我

们得到每一天区上 ��� ��� 自行和依巴谷 自行的平均差 ���� ��� 自行减依巴谷 自行�
，

结果如图 �所示
，

其中赤经 自行和赤纬 自行的平均差都约为 ������
·

��一 ’ 。

����
��

�

一��

姗 一��

伯 一�。

··

妙角协罗
�一扮、协别

一

翔协才才

赤 经

图 � 每一天区上 ��� ��� 自行和依巴谷自行的平均差 ���� ���一����������

表 �分别给出了 ��� ��� 自行系统相对于依巴谷系统的空间旋转速度矢量的最小二

乘解
，

其中解一由每个天区上的平均 自行差导出
，

解二是用单个星的自行差求得的
。

比

较两个结果发现
，
��� ���星表不同天区上的系统差似乎并不影响 ��� ��� 自行系统�

两个旋转分量 。 二

和 。 二

均明显小于 �������
·

��一�
�依巴谷系统的惯性精度�

，

而 吻 分量

则几乎为依巴谷系统惯性精度值的两倍
�

另外
，

上述两组值与 ������
�
等人研究结果的平

均值一致 ����
�

为了进一步研究 ��� ��� 自行系统的星等差和色差
，

我们分别将所有样

本按星等和色指数的大小再分成两组
，

计算出各组相对于依巴谷系统的空间旋转速度矢

量
，

结果也在表 �中列出
�

从结果中可以看出
，

旋转矢量与星等的相关不大
，

但显示出

一定的色差
。

图 �给出了 ��� ���相对于依巴谷系统的赤经和赤纬自行差随 协 及 � 一 �

的变化关系
�

表 � ��� ��� 自行系统相对于依巴谷系统的空间旋转速度矢�

星 数 。 订���
·

��一 � 。 ，
����

·

��一 � �����
�

��

������������

创一��������丝

…每个天区平均

所有星平均

份 � ��

场 全 �
�

� 一 � � �
�

� 一 � � ��

���个天区

����

�

����

����

����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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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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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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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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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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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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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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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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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相对于依巴谷系统的赤经和赤纬自行差随 协 及 � 一 � 的变化

� 讨 论

依巴谷卫星的大角度天体测量获得了一个高精度的和内部 自恰的天体测量星表
。

由

于观测模式的限制
，

依巴谷观测结果起初直接在 ���系统中归算
，

而后通过各种方法 �主

要是地面观测方法�的综合连接到 ����系统 ��’ �
�

由于地面观测 自身的限制和存在的问

题以及其它方面的种种因素
，

其连接精度值得怀疑
。

通过对 ���与依巴谷 自行系统的比

较我们发现
，

两者之间的关系无法得到满意的解释� 依巴谷 自行系统与河外惯性系 ���

�
�

�系统之间的分析发现
，

它们存在一较大的系统旋转
�

这些问题可能显示依巴谷 自行系

统仍然有较大的剩余旋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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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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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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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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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

《天文学名词 》 第二版

全 国科学技术名词 审定委员会 �原称全 国 自然科学名词 审定委

员会
，

简称全 国名词 委�曾于 ����年 ����年相继 公布 了 《 天 文 学
名词 》 ������第一 版和 海外版

。

其 中共载科研
、

教 学
、

生产 以及

新 闻出版等部 门使用 的天 文学规 范名词 ����条
。 《 天 文学名词 》

������是 已公布 出版 的 �� 个学科的规 范名词 中最早 的一 部
。

公布

之后
，

全 国天 文学名词 审定分委员会随即着手修订和对增补名词

的审定
，

历 时九年
，

于 ����年完成 了第二 版 的编辑
。

对入 载的汉

英对照 的天 文学基本名词 和新词 共 ���� 条全部加 上 了定义 性的注

释
�

《 天 文学名词 》 ������第二 版 已于 ���� 年 �月 由科学出版社 出

版发行
。

�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 员会 郑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