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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月 �� 日环状日琪群的观测与初步处理结果

����年 �� 月 �� 日
，
我们利用南京大学太阳塔

丈位于紫金山南麓
，
主 镜 �������

，

成象 镜 �二

������ 观测了出现在 日面西边缘 日面座标 为 �二

���
。 ，

�� 十��
’

的黑子群上空的一个大环 状 日琪

群
。

从 ��
���功��至 ���������

，
我们用光谱仪缝前

监视器—�
。
滤光器�透过带宽�。

�

��人
，

太阳 单

色象直径 ������对环洱群的发展过程进行了单色

光照相观测
。

同时
，

从 ��”��
��，
��至 ��������

，

还

利用太阳塔的多波段光谱仪对它进行 了 三 个 波 段

��
。 ，
� ，，

�
·

��� ��的光谱扫描观测
，
在拍摄每

一条光谱的同时
，

均拍摄附有狭缝位置的观测 部 位

的 � 单色光照片
，
以便于准确定位�见照片 ��

。

落
，
结构复杂

。

环脚分布不太对称
，
北边的环脚密

集于一较小区域
，

而南边的则相对弥散
。

�
�

观测过程中
，

环的大小还在变化
。

初期照片

表明
，

各环高度均在增长
，

后期似趋稳定
，
并逐渐

消失
。

�
�

环缉群中
，

几乎没有一个环的物质分布是 均

匀的
，
它们具有一些较明亮的凝聚块与节点等不断

变化着的精细结构
。

初期照片上
，

各环的 �
。
亮度

很不均匀
，
此时是以较大面积的凝聚块为主

。

随着

时间的推移
，
凝聚块逐步演变成了更小的节点

，
此

时的环琪就象是一串串明亮的
、

断断 续 续 的 珍珠

串
。

�
�

观测后期
，

环的大小基本不变而节点大小
、

位置
、

亮度仍有变化
。

这表明环内物质的运动仍在

继续进行
。

南边的环脚似乎弥漫成一片
。

�环琪群消

失前
，
就在同一位置

，

还出现了三个较小的和一个

相当大的拱形爆发日饵
。

我们拍下了它的发展全过

程
。

处理结果以后另文报道�
。

我们选取了环琪群中较为完整的 �个环
，
测量

了这些环上约 �� 来个点的 �
。
与�线的谱线轮廓

，

通过分析计算
，
得到一系列参数�由�

。
线的多普勒

位移 乙礼 算得视向速度
�， � 由同 时 拍摄的 �

。
与

� 线的谱线半宽 乙义与多普勒半宽 乙场
，
根据公式

过去
，
国外也曾有人得到过环琪或环现群的光

谱资术��如 �������「’」、

����〔 �习、
�������〔 ‘ ’

等�
，

但是
，

对一个复杂环饵群同时拍摄 �
。

单色光照片以

及逐点扫描的光谱资料
，
我们到 目前还尚未见到

�

毋庸置疑
，
它们将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

根据对所获资料的初步测算
，
该 日洱群最大高

度约 �� 万公里
，

跨越日面边缘的尺度不小于 ��
�

�万

公里
，

环
一

长约 �� 万公里
，

环的平均厚度 约 ����公

里
。

从这一环琪群的�
。
形态照片

，

可以发现如下一

些有趣的现象
�

�
�

开始观测时
，

环饵群已经形成
，

肉眼可辨 的

至少有 �� 个环
，
其中�个环完整清晰

�

诸环参差错

竺丛�生 �
几 心叼

�些工
拼

十�
，
算得运动温度 �与湍动速度

亡
‘ � 由� 线与 � 线的 线心 强度 比根据公式

，��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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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卜 ， 卜 ， 、 ，， ，，

� 一 一
，

一 ‘ ��气一护‘ 一 � �异出 几 软软
户口尤早浮及

了� ，

再 田
� 刀� �

一
沙澳

�

了

弄
。 ����

� ‘ 与
刀飞��

一 “ ‘ ，�

九 ���
九��

��
��

�

���

��
，〔们算得 �� 与 � 原子的密度

，
进而可计算质盆

、

能量�
。

从这些结果可以看到
�

�
�

视向速度随高度而变
。

以环上各点离日面的

����年 �月 �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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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高度�树�砂为横标
，
视向速度

。
为纵标

，
得到

的环的视向速度分布
，
与假定物质沿环无粘滞地自

由下落而推算出的视向速度理论分布比较符合 �见

图��
�

����了��

�

占沙
扣��份洲蜿，

��印幻��即���

，�如���

爆发过程而被抛入空中
，
而后

，
因辐射等原因的能

量损耗
，

物质逐渐冷却凝聚
，
并由于重力作用从高

处沿着磁力线向两边下落
。

这种冷却
、

凝聚
、

下落

的过程
，
从低层逐步向高层发展

，
遂形成了我们所

见的这种结构复杂的环饵群
，
而它也正是活动区磁

场位形的形象体现
�

�
�

环上各点温度有 起伏
，

大 致 从 ���� �一

������
，
其平均温度约为 ������

�

�
�

湍流速度约为 �� 公里�秒
。

�
�

环内氢原子密度约为�
�

�� �。 ，�
���

，�

�
�

若以 ��个环计算
，
此环饵群的总质量约为

�
�

�� ��
��

克
�

�
�

基于我们对环琪群形成原因的假设
，

不难算

出
，

将这些物质抛到离日面 �� 万公里的高空
，

所需

能量约为 �
�

�� ��
，�
尔格

，
此为总能量下限

，

若考虑

到环班群存在了约十几个小时
，
则产生它所需要的

总能量上限约为�
�

�� �� ” 尔格
，

这大致相当于一个

二级耀斑的能量
�

因此
，
我们认为

，
此环洱群很可

能是一个二级耀斑爆发后的结果
。

由 �
�

�
�

�资料

查得
，
����年 ��月 ��日 ��������和 �����，��

，

在该环饵群的位置
，
连续爆发了两个 �� 级耀斑�很

可能是一个双带耀斑�并伴随着 �射线爆发
。

我 们

认为它们正是此环洱群的直接成因
�

以上只是我们分析与处理的初步结果
�

对这一

观测资料进一步的分析研究
，

可能会对活动日饵的

产生机制以及活动区磁场位形及其演变规律 等得到

更多令人感兴趣和有意义的结论
�

季国平 �南京大学天文系�

丽万吞玩‘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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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环琪视向速度理论分布�—�

与观测值�
·

�的比较

目前国际上环饵的形成机制与运动规律
，
尚有

各种不同的观点
，

我们的分析处理结果与��������们

等人的看法基本一致
。

我们认为环饵内的物质是由于日面的一次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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