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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星体连续谱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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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咖利福尼亚理工学院�

所谓
“ �

，

���人突起������
”
是关于类星体连续谱的重要间题之一

。

最近四年来已被许多

文章明确提出过
，
并得到了广泛的研究

。

图�给出了类星体 �� ���的光谱
。

我们可以看到在静止波长 �
，
���人�

�。���
’�· ’��

�附近
，

辐射流有一明显的增高
，
这就是

“ �
�

�� 。人突起
”
的典型事例

。

绝大部分其他类星体的光谱中 也

有类似的情况
。

我们是从����年开始研究这个间题的
，

结果发表在����年 ��
�

�
�

上 “ ，。

我们从��������等人������。
，的类星体表中

，
选了��颗红移在�

�

��一�
�

��
、 ，。
���

�

�的

类星体
，
并利用安装在 �米望远镜上的多通道光谱仪对这些类星体进行了观测

。

观测的静止

波长范围是 �
，

���入一�
，
���人

，
�

，。��入突起差不多正好处于其中心位置
。

我们的目的是研究

�
，。��入突起的强度范围和形状

。

图 �给出的是典型的能量分布
。

注意其中一条能量分布曲线

是七个相似类星体���� ����一���
、
�� ���

、
�� ��

�

��
、
�� ��

�

��
、
��� ���

、
��� ����一���

‘

和 ��� ����� ����的平均情况
。

图中�。 ���� ��，是静止频率
。

因为样本中所有的类星体都具有高银纬
，

故银河系的红化效应很弱
，
可认为是零

。

如果

类星体本身存在 �
，

���入的星际吸收
，
则由于它处于 �

，
���入突起的边缘

，
故会影响对它 的 解

释
。

但是从下面我们列举的三点理由
，
可以认为 �

，

���入星际吸收非常之小
，
对我们的研究

没有什么影响
。

�
�

在我们的样品中有几个具有�
，

����小突起的类星体
，
但是在它们的光谱中

，
我们看

不到 �
，

���人吸收
。

�
�

在儿个高红移类星体的样品中
【‘ ，

每个样品在�
，

���人附近明确地表现为具有幂律连

续谱
，
没有发现任何 �

，
���入吸收的证据�见图 ��

。

�
�

在 ���������
�
等人���的表中有六个较大红移的类星体

，
使得 �

，

���人静止波长处于

观测光谱的中心区域
，
同样没有发现 �

，

���入吸收
。

故我们略去 �
，

���人吸收的影响
。

下面我们来对 �
，

�� 。人突起进行定量的分析
。

我们知道
，
类星体连续谱一般被认为满足幂律形式

九��夕�

其中�
，

是辐射流
， �称为谱指数

。

����年 �月 �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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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著名类星体 �� ���的 �，翎入突起
�

�一���

在我们所观测的波长范围内
， �可以

通过拟合红端�，线和 〔�皿〕线附近的几个

点及蓝端的�
，

���人附近的儿个点得到
。

定义
�

， “ 了，�观测�一 �
�

�幂律谱�

互 契 �� 为突起强度
，
转换成绝对单位时用 �

，�

表

示
。

定义

��‘几
。

‘ �突彭�‘ ������
�限�

为突起形状
。

最近两年中
，
人们已确认 ����发射线

以��一���

出现在�
，

�� 。人突起中
，
甚至有人认为整个

�
，

���人突起是光学薄
������复合和 ����

发射线的组合
。

但我们认为是���线迭加

在 �
，
���人突 起上

。 确实
，
有很多 ����线

��。人突起的频率范围内
。

也存
位于出现 �

，
�

在一些间隙
， 并且发现在这些间隙里役有

铁线
。 故我们可以利用这些间隙中的点拟

合一条准连续谱代 表 �
，���人突起

，
这样

�
，

��。人突起的

从
�

� 热
�

� ��
�

�

��甘饰

场
·

冬 拓
�

公

就基本上消除了凡 �线对

影响
，
见图 �

。

���观测到的几个类星体的典型�，绷认突起
，
其

强度和轮廓十分相似
。
其中第�条曲线是 了个类

星体的平均
。

表 �给出了两组类星体 �弱突起和强

突起�的突起形状
，
可以看到这两组类星体

具有基本上相同的突起形状
。



生期 �
�

�
�

���
�

类星休连续谱中的
“
�

，
���盖突起

”

退红化的

几
一�二�

�

��

���了
�。

一 � �� �肠二

一
一

�

一一

月�二�拍

二二一入厂入 观 测
‘

值
‘

二全泛飞

�，��

喃

�

子
�

，
���

�
，

如

幼�� 哪�川������

李 � 冬 �
�，
的� �旧《刃

��

�

���沁

�街�’ �肠
�

�

�、

心�妇、����

，���������曰�，

�
�心孟

图� 中间是观测的 �个类星体的平均能量分布曲线�参见图��
。
上图是作过红化改正后的能量分布

，
看不出有

�，��认 的吸收现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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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样品中的全部类星体都有基本上相同

的红移值
，
从观测值转换到发射值的转换因子

的弥散
，
仅仅局限在 �倍以内

，
而这些类星体光

度却相差��倍
。

因此
，
在讨论相关时使用观侧

值或绝对单位是无关紧要的
。

下面我们使用绝

对单位
。

取 �。 �����
·�一 ’ ·

���
一 ’ ， 口。 � �，

在，。
处

发射的连续谱的光度是

…��
�

�

…二、 …
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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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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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发射线强度由下式给出
��

�

� 一�
�

�

�一���，� ���
�

�‘ 、 ������
�

��
�

李
�
丫

� 艺 �

刃一 �，，
�‘ ��孟�，���和凡��相对于 �

，

姗人
处连续谱的强度

，
与 �， 的相关性表明

，

�，咖�突起是由氢的发射引起的
�

其中 �是观测值
。

在图 �中
，
我们给出了 ����

，� 、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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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三种理论模型与观测的结果相比较
，
以曲线���符合得最好

，

����二�
，

�
，
���

，
�以��

，
介

。
����

�的 ��一�
�

�
， ����，�以��， 丁�。

一�
·

��

�����一�
�

�
， �二��

，

加��
， ，，。

���
。

�石
�

�

相应的物理参数分别为
�

�������
�
和 ������� 与 ����

，�

的关系
。
����是与�� �发射线有关的

。

我们得到了很好的相关性
，

但这些相关性仅表明在 �倍的光度范围内类星体的光谱是相似的
。

在图 �中

乙����
， �
�����

， 。 一 ����
，�

乙����� 。 �����
�舀 一 ����

， �

乙�����。 。 ������
��。 。 一 ����

， �

乙�������������
����一 ���凡

�

从图上可见
，
除了山���

� 。 ，
其他两个量与山���

，�

的相关性都不好
，
这说明 �

，
���人突起 并

非主要是由 ���发射线所造成的
。

我们提出一个简单的模型来解释 �
，

���入突起
�

来自类星体核的 ，辐射加热氢云
，
氢云的

辐射导致�
，

�� 。入突起的产生
。

在以上模型中
，
氢云可以被加热到 �

，。���，
在这个温度下对由七个类星体平均得到的光

谱�见图 ��的最好拟合是

口一 �
。

�

��。
� ��

其中几
。

是������ 光学厚度
。

这个拟合有些问题
，
一是���

�

�的谱很少见
，
另一是在��

����

连续区有大量的多余辐射
，
这在观测上没见到

。

如果提高气体的温度
，
我们可以得到更好的拟合

。

下面是两种高温模型
�

�
�一 ��

，

�
丁，。
一 ”

��， 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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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两组拟合是对的
，
我们必须解释加热的机制

，
这是一个很好的理论研究课题

。

但

��
，
���� 的温度看来是不现实的

。

总之
，
光学厚 ��哪

� 、

������ 模型对于解释�
，

���人突起看来是正确的
，
不需要再加进

别的成份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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