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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河系大尺度结构研究及水脉深谱线巡视

星际分子是六十年代天文学的四大发现之一
。

星际分子的发现标志着分子天文学的诞

生
。

星际分子的研究对于恒星形成和演化 (如巨大的星云坍缩成为恒星或星团的过程和芷在
“

死亡
”

的星向星际空间抛射物质的过程 )
、

银河系结构
、

宇宙化学等学科都有重要意义
,

是

当代天体物理学也是物理学的重要课题之一
。

七十年代以来随着毫米波技术的发展
,

许多

国家建造了毫米波射电望远镜
,

从分子天文学的角度研究恒星的形成
、

银河系结构等
。

目前普遍公认
,

分子外流是大多数恒星在形成的最早阶段经历的高能质量抛射过程
,

它们似乎是受强星风驱动
。

另外还有多种受强星风驱动的现象
,

高速水脉泽是其中之一
。

此基金项 目在分析国内外研究现状和动态后
,

研究重点集中在发现新的水脉泽源和分

子外流源
、

扩充现有样本
,

建立星际水脉泽
、

IR A S 天体和分子外流源之间的关系
,

探讨银

河系恒星形成区各类天体的演化关系和总体特征
。

日前
,

国际上现有这类研究可用的分析

样本仅有 10 个左右
,

结果是粗略的
。

迄今为止己发现的分子外流源共 157 个
,

水脉泽源共

3 66 个
,

为数尚少
。

本项 目承担者向德琳同志在科学基金国际合作项目的支持下
,

通过与国外同行的学术

竞争
,

获得美国国家射电天文台们 米 口径毫米波射电望远镜和日本国立天文台 45 米 口径毫

米波射电望远镜的观测时间
,

与美
、

日两国分子天文学家合作
。

重点探测与水脉泽成协的新

分子外流源及与分子外流源成协的新水脉泽源
,

观测了具有早期恒星形成特性的 9 7 个预选

I R A S 点源
,

在它们附近发现了 巧 个新的水脉泽源 ; 观测了 30 个在预选水脉泽 30 笼围
内的 I R A S 点源

,

在它们附近发现 了 5 个可能的分子外流源 ( 这批新发现源多数较弱
,

如水

脉泽最弱约 1 J Y
,

国内尚不具备这类观测条件 )
,

把可用的分析样本由原来的 10 个左右扩展

到 7 0 个左右
,

丰富了天文学的星表库
,

为研究恒星形成早期提供了观测依据
。

分子外流源

和水脉泽的发现
,

亦为天体形成和演化
、

银河系结构等研究提供了普遍应用的样本
。

目前
,

该项研究仍在进行中
。

九二年度向德琳同志又获科学基金国际合作项目的支持
,

赴美进行后续观测和研究
,

期望在新选待测源表中再发现新源 ; 重复观测某些源
,

以确定

新发现源的精确位置与流量
,

进行成图证认 ; 研究银河系恒星形成区各类天体的演化规律
,

在分子云与恒星形成的关系这一国际上尚在探讨和争论的问题上提出中国人的见解
。

(数理学部 汲培文 供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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