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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对 ����
一�望远镜多次试飞

、

改进后
，
于 ����年 �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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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立方米的气球带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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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线辐射后

，

进行了近���分钟的向源观测
。

整个飞行持续了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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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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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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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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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双蜂位相间隔 �
�

�
，
和从国外少型射电望远镜观测结果���的推

�

算值 ��二��
�

��������在 �
�

������范围内符合得很好
。

爪爪洲仁仁
了了仁二二二二与一

二二

，， ， � ， ， � 飞 ，

一 卜
、 一 � �

二
，，

图�
�

������支脉冲位相结构图�总观视时间 丁��
，�淞

�

�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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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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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和 �
�

�����提出了一种新的超新星起源理论���
�

他们认为
�
�型超新星和小质量的双�射线源 �亦称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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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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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撼次

爆发将合成 �
�

�一�
�

��。 的
‘�
��

，
确切值由哈勃常数的取值决定

，
当�

。、 ��� ��
，

���
一 ‘ ·

�一 ’
时

，
合成质量最

小
，
并且爆发后留下残骸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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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 �型超新星的光变曲线非常相峨
，
但这些爆发之间还是有某种程度的变化

� “
慢

”
超 新 星 峰值光度

高
，

抛射物质速度快
，
光变曲线下降慢

，
而

“
快

”
超新星则相反

�

心�����
�� 的解析模型可以很好地解释这些

特征
，
但遇到了白矮星中心爆燃的难题

，
不能留下残骸

〔月 ，

可以采用不同的爆发机制 ���燃烧
，
��一�燃

烧等等�
，
但预言都与观测不符

，

大都没有中等质量元素抛射
。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
�

�

���功 等人考虑了冷却了的碳
一
氧白矮星中的凝聚效应

〔句 �

在相变过程中碳氧分

离
，

氧落到中心区
，

碳逃往外层
。

其结果或者是电子进入中心区的氧核而引起坍缩或者是外层的碳燃烧
。

由

于缺乏液
一
固相变的详细数值模拟

，
他们考虑了另一种情况—固相渗透

〔，� �

被氧离子晶格包围着的碳离子

自由能较低
，

假如氦燃烧完时碳的丰度略低于氧
，
则会发生

�℃� ’
吧 反应而不是

’℃� ’℃ 反应
。

中心密度

达到 ��、 �� ’ 。�
·

��一吕
时

，
将会中心点火并导致崩散

。

由于在固体中燃烧以传导的方式传播
，
到了液 层 则变

为对流方式
。

例如
，
一个半径为 �� ����� 的固体芯 �约为恒星半径的一半�

，
燃烧锋面传导到边缘需要 ���

秒
，

而对流只需 �秒�激波传播仅用 �
�

�秒�
。

即使碳的丰度比氧高而且没有分离机制导致凝聚
，
仍然能够保

证局部崩散
，
因为把电子屏蔽效应的最新改正值考虑进去以后

， ’℃�
‘ ’� 的中心点火密 度 仅 为 �

。 、 �
�

��

��、
·

��一 “ 。

甚至在相当低的点火密度下
，
电子进入处于核子统计平衡状态的物质核内

，
也能足够快 地转移

压力并引起坍缩
� 丁 。

��
。

�空
。
寿�秒

，
�

。

是电子摩尔数
。

当燃烧锋面到达流体层时将变为对流传递锋面并

且加速
。

他们完成了一组计算
�
一个有总质量十分之一

，
由等量的碳和氧组成的固体芯的白矮星中心点火 ����

����、
·

��一
勺

，

在保持流体静力学平衡的固体芯中
，
燃烧以 ���

·

�一且的速度传播
。

当燃烧锋面到达 固
一
液过

渡区时
，
处于固体芯和质量约 ��。 的液层之间的物质立即被焚化

，
随后便是流体动力学过程�‘ 。 ，。

他们的模型不但能解释
“

快
”
和

“
慢

”
的 �型超新星

，
而且同时可以解释 �型�射线源 �球状星团源

，

银河

核球源
， ����

一�型源和�射线爆�
，
因为它们都是由一个中子星和一个小质量的伴星��万��。�组成的双星

系统
�

银河核球源的分布与���中新星分布那样符合
「川表明

�
处于灾变变星状态的白矮星的崩散最可能是

它们的形成机制���〕 。

当然
，
他们的工作还是初步的

，
例如把核子统计平衡外推到高密度物质�电子摩尔数取值偏低� 从静力

学到动力学的变迁
，
燃烧在固体中及流体中的传播都处理得过于简单

。

尽管如此
，
他们的工作 还 是相当出

色的
�

因为这种理论表明
，
液体层被抛射并且固

一
液过渡层圈定了一个残骸的质量下限

。

当燃烧 锋面到达平

静的液层时
，

将会出现外层引爆
，
液层崩裂四散

，
固体芯被留下来

。

由于碳燃烧层的爆聚仅仅决定于恒星内

部的凝聚
，
因此决定抛射物质总量的是一个单一的参数—固体芯的大小

。

而固体芯的大小取决于质量交换

前的冷却时间与吸积过程中加热效应的互相作用
，
因此

，

在不同情况下将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爆发
，

留下各种

质量的残骸
�
温和的或非爆炸性的崩散�包括无抛射�形成�射线源

，
剧烈地爆发 �包括全部瓦解�便是

“
快

，，

和
“
慢

”
的 �型超新星

�

这是以前的模型都无法做到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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