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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首次对蟹状星云及其脉冲星硬 X 射线观测成功

1 98 4年 5 月23 日
,

我们用自己研制的 H A IP
一
1 硬 X 射线望远镜

,

在高空气球上对蟹状星云及其脉冲星

射的高能 X射线进行了观测
。

H A IP 一 1 望远镜的主体部分是一个由碘化钠和碘化艳组成的复合晶体探测器
。

直径 15 Cm
,

主 晶 体 C sl

( T l) 厚 0
.

加m
,

下置加m 厚的 N al ( T l)
,

用来屏蔽大气反照 y 射线背景和抑制康普顿散射成分
。

两个晶体中

的信号进入同一个光电倍增管
,

经脉冲形状甄别电路后被分开
。

再经数据获取电路
,

便可得一组 C sl
·

N al

信号
,

其中的成形脉冲前沿反映事例到达时间 ; 线性脉冲的幅度反映X 射线的能量
。

在 C sl (T 1) 晶体的周

围用塑料闪烁体作为荷电粒子屏蔽
,

铅
、

锡
、

铜夹层对大气下射线背景屏蔽
,

加上黄铜片井型准直器
,

构成

半张角为 4
’

的望远镜
。

观测能区 20 一 200 ke v
,

有效几何面积 1 1 6 c可
。

装载望远镜的吊篮上
,

配置了姿态控制系统
,

可实现对望远镜方位
、

仰角的指令控制
,

姿控稳定度士 0
0 .

1
.

吊篮上还有相应的供电系统
、

工程数据监测
、

P C M和 FM / FM 遥测
、

指令接收和信号发射设备
。

各类观测
、

监Wll 数据经地面站遥测接收解调后
,

其中主晶体 cs l 的信号经过时间幅度测量电路
,

得到脉冲的到达时间

和幅度值
,

存入计算机磁盘
,

其他的各种参数送入各监测设备 (定标器
、

笔绘仪或打印机 )
。

整个数据采集系

统的测幅精度为 Zo m V
,

幅度分辨能力 40 m V (F WHM)
,

线性良好 ; 采用铆原子钟计时
,

对事例到达时间的

铡量精度为 0
.

l m s ,

时间分辨 0
.

3 m s ,

稳定度 10
~

气

图1
.

H A P卜 1 望远镜及吊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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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对 H A IP
一 1 望远镜多次试飞

、

改进后
,

于 1984 年 5 月 23 日在河北省香河县发放的高空气球上进行

了观测
.

吊篮被体积为 5万立方米的气球带到 33 公里的高空
。

然后
,

我们首先用主动扫描跟踪的方法控制

望远镜的指向
,

使蟹状星云从望远镜的观测孔径中扫过
,

在确信已接收到来自蟹状星云的硬X 射线辐射后
,

进行了近 100 分钟的向源观测
。

整个飞行持续了近 8 个小时
,

共获得有用数据近百万个
。

对观测所获得的数据进行初步分析后的结果表明
,

在绝大部分观测时间内数据的质最是好的
,

获得了完

整的大气硬 X 射线背景计数率随高度变化的曲线
,

得到对蟹状星云主动扫描时计数率随指向角变化的曲线
.

对于事例到达时间
,

我们按蟹状星云的方位
,

做了地球自转和公转效应的修正
,

把相对于吊篮的实验室系中

的测量值修正到相对太阳质心系的到达时间
,

继而在脉冲星 P S R 0 5 3 1十 21 的已知周期值附近按不同周期值做

了一系列时间折迭
,

在预期的周期上获得了位相结构
.

图 2所示是蟹状星云位于上中天前后 邱 分钟向源观
.

数据的一个折迭结果
,

周期值 33
.

29 790 m s ,

双蜂位相间隔 0
.

4
,

和从国外少型射电望远镜观测结果 ltJ 的推
.

算值 (P二 33
.

29 80 1 m s )在 0
.

0 00 1 m s 范围内符合得很好
。

爪爪
了了仁二二二二与一

二二

,, , . , , 1 飞 ,

一 卜
、 一 1 !

二
,,

图2
.

P S 0R 5 3支脉冲位相结构图 (总观视时间 丁= 3
,
5淞

.

8秒 )
。

参 考 文 献

C1 1 M an e h e s t e r ,
R

,

H
.

a n
d 介 y lo r ,

J
.

H
. ,

A
.

J
. ,

8 6 ( 19 8 1 )
,
19 5 3

.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高能天体物理组

A H a r d X
一 r
盯 o b s e r v a t i ou Of C r a b N曲

u l a a n d P川
s a r P S R 0 5 3 1 + 2 1

H “ h E玲 e邝 y A tS r o hP y s ie名 G r o u P
,

坛 s亡i t u t e o f H i名人 E 几 e r g夕 外 y `止e s
,

A e a d e机宕a 5 1凡艺e a

I 型超新星起源于白矮星

一种超新星起 源理论

超新星爆发是宇宙间一种 巨大的高能现象
,

历来都是天体物理学的重要课题
。

最近 J
.

I s er n ,

J
.

L ab a y

和 R
.

C a n al 提出了一种新的超新星起源理论 llL
.

他们认为 : I型超新星和小质量的双 X 射线源 (亦称 I 型

X 射线源 )都是由密近双星系统中的吸积白矮星的崩散形成的
.

I 型超新星具有高度的测光及分光相似性川
,

放射衰变模型成功地说明了它们的光变曲线 〔残 〔 ,1 .

撼次

爆发将合成 0
.

2一 1
.

o M 。 的
` .

NI
,

确切值由哈勃常数的取值决定
,

当 H 。
、 l oo km

,

M p c 一 `
·

s 一 ’
时

,

合成质量最

小
,

并且爆发后留下残骸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