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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 仙 座 � 中 的 环 和 摆 动

武仙座 �������� 是一个在低频波段上亮度占

第四位的河外射电源
。

从光学上证认
， ‘

已是一个位

于暗星团中的��
�

�等的星系
，
红移�” �

�

���
。

虽然

早在����年就发现了它
，
并在六十年代对它进行了

广泛的研究
，
但因为其赤纬很低

，
所以未能用高分

辨率的综合孔径射电望远镜得到其结构图
。

本文报

道了用����甚大阵�����对武仙座�作了广域观

测后的第一批结果
。

武仙座�有许多有趣的特征
�

一
、

它是 已知的

最亮的射电星 系 之 一
，
其 � 。

�����
·

�一 ‘
���

一 ‘ ，

召。
��

，

在 ����上辐射功率密度为 ��
， 。 。 。
��� ��

��

�
·

��一，，
约为天鹅座�功率密度的���

。

由于它的尺

度较大�最宽处达�������
，
所以它所具有的总能量

几乎等于天鹅座�的总能量
，
约为�只 �了

“
尔格

。

二
、

尽管它的光度很大
，
但它的结构却具有低光度源的

特征
。

一般来说
，

高光序源��
。 ， 。 。 ���

��

�
·

�� 一 ‘
�由

于在射电旁瓣的外边缘有明显的热斑 而产生临边增

亮�即������������
�� �类结构�

。

而低光度源则产

生临边变暗 ���������
一

����� �类�
，
在核的两边常

出现明显的喷流
。

三
、

东边的喷流
，
其光度在总光

度中占了很大的比例
，

使它成为业已发现的与椭凰

星系相联系的光度最大的喷流
。

而以往光度较大的
‘

喷流只在延展射电类星体中发现
，
它们比武仙座�

远得多
。

四
、

西边喷流显出几个不寻常的环状结构
，

尽管这种结构在其它几个源 �如
� ����。 ，

�����及

最近发现的天鹅座 ��中也已发现
，
但武仙座� 中

的环更为清晰
，
而且从核到旁瓣几乎排列成一 条直

线
。

五
、

从低分辨图上可以看到
�
两个光滑的对称

旁瓣分别包围着两个喷流
。

从���在�
�

���� 上得

到的初步结构图中还可以看到
，

有一相当暗的
“

桥
”

架在两旁瓣之间
，
并且环绕着射电核

�

从这次高分辨率的观测中发现�图 ��
，
西边喷

流实际上由一个内喷流
、

后面跟着至少 �个环状结

构所组成
。

靠外边的两个环大约有��多是线偏 振
，

射电偏振强度的�分量通常垂直于这两个环
，
这表

明磁场方向与�分量一致
。

靠里面的环偏振较弱
，

偏振分布较复杂
。

较亮的东边喷流与西边喷流结构

显然不同
。 ‘

已从核心算起至少延伸肠弧秒
，

在这段

范围内还可看到 �个明显不同的区域
，
它们有的亮

，

有的暗� 有的宽
，

有的窄
�

从离核��弧秒处开始
，

喷流突然变亮
，

形成了一个小的纽结
，
宽度增大到

、 �弧秒，
而且在这个亮区出现了一些亮斑

。

在这 个

区域暗下来的时候
，

喷流开始变细
�

到了离核���

弧秒的地方又变宽
，

而且增加的幅度有来回作横向

位移的现象
，

或者说
“
摆动

” 。

最后
，
喷流在比较

弱的复杂的结构中消失
。

在整个东边喷流中
，

约有

��一��拓偏振
，
同时

，

磁场平行于喷流且随着
“

摆

动
”
而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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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边存在着依次分立的环
，
这说明

，
从活跃核向

夕卜喷射是相继有层次的
。

所以临边增亮也许表明
，
相

对论性粒子在等离子区表面重新被加速
，
或许是由

于和周围介质相互作用的结果
�

为了补偿内部的绝

热损失
，
或许很有必要重新加速和尽量放大磁场

�

从靠内狭长的环变到外部圆形的环
，
以及在 第一个

环上出现的小亮斑
，

可能都是由于不同的喷流速度

引起的
。

这种速度的差别也许不是反映了外围介质
，

引起的减速
，
就是反映了中心引擎向外发射速度的

不同
。

当然也可能有不同的解释
。

东边的喷流与一些已经充分研究过的射 电源的
，

喷流很相似
。

如
� ������和 ������中的喷流也

�

显出周期性变宽和变直
，
在���

、
����� 和其它源

中也可看出更加突出的
“
摆动

” 。

已经有两类模型来

解释这种摆动
�
一是中心引擎的轨道运动和进动

，

另一是外流物质中的不稳定性
，

如 �����
一

�������
�

��理论或
“
消防水龙

”
理论

。

然而
，
由于存在比较直

的内部喷流
，
似乎排除了第一类简单的模型

�

而在

对武仙座�所作的低分辨率观测中
，
发现东西喷流

的主要特征在大于��弧秒的尺度上对核是对称分布

的
，
暗示了这两个喷流的基本结构是由共同因素决

定的
，
中心引擎变化的因素可能性最大

�

所以
，
以

喷流或波束与周围介质相互作用为基础的模型
，
似

乎也不能解释这种整体的对称性
�

可是
，

从高分辨

图上可看出两喷流的某些精细结构仍有明显不 同
�

因此
，

可能需要设计一种新的模型
，

在此模型中
，

射电源的结构既取决于变化着的中心引擎
，
又取决

于每个喷流向外传播结果的不同
。

其它与中心主星系�如 ������ 相联系的射电喷

流
，
当它通过外部介质传播时

，
也展现了不寻常的

结构
，
也许这些差别不是反映了环境的不对称性

，
就

是反映了中心引擎中的不对称性
�

据������
，

��� ������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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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射电天文方法中应用声表面波技术的进展

七十年代发展成熟的声表面波�简称 ����技

术已形成多种信号分析系统
�

其中应用��� 色散延

迟线组成的模拟信号频谱分析系统 �也称压缩接收

机�
，
由于具有实时性

、

大带宽
、

相干性及较高频率

分辨本领
，
同时体积小

、

稳定可靠
、

结构简单
、

价

格较低
，
已在很多方面获得应用

。

����年初前后
，

、

国内外分别提出将这种技术用于射电频谱分析的设

想
，
并进行了工作

。

由于国外采用商品器件搭接电

路
，
所以进展较快

，
已由澳大利亚 ��������

大学

�的年轻科技工作者 �
�

�
�

����等人装成了 两 套 样

机
。

但从样机指标看
，
其性能与实际天文观测要求

之间可能还有些差距
，
至今还没有看到实际观测结

果
。

而国内则由研制器件入手
，
进度较慢

，
但设计

指标是按天文要求提出的
，
若能按预定指标完成

，

用于实测应无问题
�

下面在扼要说明��� 频谱分析

、的原理之后
，

简单介绍 ����等人的工作
�

��� 频谱分析系统的基本原理是先将射频 或

中频电信号转变为压电晶体表面的声波
，
再经色散

延迟线使不同频率信号受不同的时延
，
最后将不同

时延的信号分别压缩成时间上分列的脉冲
，
每个脉

冲实际上就代表一个单频信号
�

这样一来就等于 以

时间轴代表频率轴把电信号的频谱展开了
，
每个脉

冲代表一条谱线
�

当然
，
这种方法每次只能分析一

段有限长的信号
，
每条谱线的宽度

，
也就是谱的频

率分辨率
，
要受到截断长度的影响

，
而截断长度则

受到声表面波器件总延迟时间的限制
。

虽然声表面

波的传播速度约为真空光速的 ��书倍
，
在很小长度

上就能得到较大时延
，
但由于拉制晶体的工艺限制

，

最大时延约在 ���那 左右
，
约相当于最高分辨率为

����
� �

���频谱分析系统的中心频率最高可做到

���� 以上
，

相对带宽��终以上
�

每分析一幅频谱图

所需的时间就相当于总时延
，
而这往往小于 ���邵

。

每幅频谱图都是由很多可分辨的点组成的
，
这种点

就相当于多通道滤波器的通道
�

在��� 系统里总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