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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秒脉冲星光学对应体的初步搜寻

近两年来
，
由�

�

�
�

�������
‘，，��，和 �

�

�������

���〔
�，等人所发现的两颗脉冲周期为毫秒级的新脉冲

星 ������������
、
��������

，

因其异乎寻常的观

测特性和物理性质吸引着人们不断从观测和理论上

对它进行广泛的研究和讨论 ���
�

实测和理论天体物

理学家所共同注目的中心问颖之一是
，
毫秒脉冲星

除了射电辐射以外是否还存在光学或其它波段的辐

射
。

因为一旦确认它们存在光学对应体或排除了这

种可能性
，
这将对进一步了解毫秒脉冲星的特性和

演化途径
，

从而更深刻地理解脉冲星的本质都有极

其重要的意义
。

����年 ��月 �
�

����������〔
��首先宣布

，
他使

用里克天文台 �米望远镜和 ��� 系统在 �������

���� 所在天区发现一颗 �
，
���士�

，
并在帕洛玛天

图 ����� �一����上所不存在的红色天体 �现称
“
���������� 天体，’� ，

他将这颗红星和另一个可疑暗

点提供作为该脉冲星光学对应体的候选者
。

此后
，

���������� 等 〔�，用 ��� �
�

。 米望远镜 配 ���
，

�����������等 �，�用红外方法
，
��������等 ��〕 用

红外和近红外方法以及 �」����������
〕 重新换用里

克 �米望远镜配 ��� 系统
，
对是否存在�������十

���光学对应体进行了观测研究
。

分析了上述结果中所出现的许多不一致点
，
再

根据该问题的重要性和我国现有的观测条件
，

我们

认为在不同的时间
、

使用不同的 ��� 系统对此再行

观测是很有必要的
。
����年 �月 �� 日

、

盯 日两夜
，

我们和云南天文台
、

紫金山天文台有关同志共同合

作
，
使用云南天文台 �米望远镜和刚刚调试成功 的

我国第一套天文 ��� 系统�
“
云台一号

”
�

，
对这两个

天体做了一次光学搜寻观测
。

有关情况如下
�

系统特性
「�，， 〔 ，��，

�，’� “
云台一号

”
���系统选用

��������� �薄型器件
，

共有 �������个象素
。

当

置于 �米镜卡焦使用时
，
一个象素相当有 �甲

�

�的视

场
，

整个 ��� 片复盖天区约为 �’ �

�� �，�

该器件有

较高的量子效应
，
峰值波长 �

，
���人处达 ��拓

�
光谱

范围为 �
，
���一�

，
���入

�极限星等初步测定约��、

观测条件 观测时大气宁静度为 �”
�

�� 在观测

系统加了一块黄色滤光片�����
。

观测结果 对 ������� ���� 所 在天 区 曝光

���秒和���秒
，
经非线性处理后得到了较为清晰的

��� 图象�附图为电视屏幕照片
，

箭头所指即 ����
�

������天体
，
其它标出的定标星同于 〔�〕�

。

我们的分

析归算表明
��

�

文 〔�〕提及的另一个可疑暗点也可能

是光学对应体候选者的说法已被排除
，
在我们的多

幅图象中它已不复存在
。

这个点可能正如文 〔�〕作者
自己所认为的

，

它也许是由于 ��� 系统某种缺陷所

引起的
。
�

�

�����������用 ���所确定的射 电

位置 〔，，应当落在 ����������天体偏 西 。 ” �

�
、

偏 南

�“ �

�处
，
文 〔��所给的数据在方向

、

大小上均有误
。

文 〔�〕虽修正了 〔剑的位置偏差方向，
但所给 乙�仍较

我们此次观测所得的 乙�大些
。
�

�

在 ���������� 天

体邻近的星场没有发现存在其它天体的迹象
，

根据

以上几点
，

我们的初步结论是
�
鉴于 ���������� 天

体已被确认是一颗红巨星
〔斌 〔�，， 〔�� ，

我们的初步观

测结果就排除了存在亮于 ��� 的光学对应休的可能

性
，
但有必要对上述位置继续做更深度的光学搜寻

工作
。

还须着重指出的是
，
由于 ���������� 天体同

����������� 的射电位置十分靠近
，

对光学对应体

的进一步搜寻和判断会存在一定的困难
。

观测之后我们又收到 ��
�������� 第二次 观 测

�用 ����
�

�米镜配 ����的报告 ����， 其结果除了

将极限星等的估计值降到 ��� 以外
，

有关上述 �
、
�

、

�点的结果同我们的看法基本一致
�

通过这次观测

和同国外工作的对比分析
， “
云台一号

’℃�� 系统工

����年 �月��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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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状态的良好稳定和其图象的清晰可靠
，

都给我们 能得到完整资料
。

对以上两个目标进一步的观测
、

资

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

料处理和对毫秒脉冲星的讨论分析
，
我们将另文发

对于 �������十��
，
我们也在同一时间做了尝 表

。

试性观测
。

由于受观测时间和天气条件的限制
，
未

���〕 叶彬得，
孟新民

，
王传晋

，
云台一号 ��� 系统

，
�待

发表�
�

张伯荣等
，
云台一号 ��� 天文接收系统测光精度和

可测星等的探讨
，
�待发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比

���� ��� ����������� ������ ��� ��������

�预印本�
�

�南京大学天文 系 初一 黄克惊�

，��工��，土�‘�上，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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