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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天文台发现Blazar天体喷流的长期视向内运动 

  活动星系核，即活动星系的核心。普遍认为普通星系与活动星系的中心都存在质量在百万个太阳质量以上

的大质量黑洞，两者的差异主要是普通星系的中心黑洞周围并没有太多物质供它消耗，所以普通星系中心的发

光强度远低于活动星系。喷流是活动星系核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自中心超大质量黑洞处激发的运动速度接近光

速的相对论性等离子体流。喷流的尺度可达数百万秒差距（1秒差距=3.26光年，1光年=94605亿千米）。根据活

动星系核的统一模型，当喷流近乎正对观测者时，该活动星系核将呈现为一个耀变体（blazar），其辐射由喷

流主导。  

  近期，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2009届的博士研究生赵光耀与上海天文台研究员陈永军、沈志强等发现了

blazar天体的一个罕见现象，具体来说，标号为3C 66A的blazar天体的喷流内区出现了长期（大于10年）的视

向内运动。这预示着该天体的中心黑洞附近的光深（描述环境的不透明度，或者光在传输路径上被吸收或散射

的几率）可能发生了变化，对此前提出的解释该天体存在视向内运动的理论提出了挑战。目前该工作已经发表

在2015年的国际核心期刊《天文学期刊》（Zhao et al., 2015, AJ, 149, 46）。  

  据赵光耀介绍，在VLBI观测的分辨率下（可以分辨的最小尺度达秒差距），尺度达数百万秒差距的喷流的

延展辐射就被分解了，只有靠近中心黑洞处的致密喷流可以被观测到。此时blazar天体将呈现出一个致密的核

区加数个喷流成份的形态。其中，核区定义为喷流上由光学厚变为光学薄的区域。  

  陈永军介绍，“其实，前人对于AGN喷流成份自行的统计工作也发现了少数成份（约2%）的视向内运动。对

于这类运动最流行的解释是此时核区有一个快速向外运动的新成份产生，而由于该成份初始时离核区较近，当

前观测的分辨率不足以将其与核区分开。所以该新成份的向外运动，就会导致观测到的“核区”位置向外移动

接近其它的喷流成份，即其它成份‘看起来’朝向核区运动了。”  

  然而赵光耀等人的最新工作发现，在3C 66A的喷流中发现的视向内运动持续了至少10年。这一现象非常罕

见，并且不能够用上述理论解释，因为10年内并没有探测到任何新成份出现。“通过分析，我们认为喷流内的

光深可能发生了变化。由于核区的位置取决于光深，光深变化会导致核区的位置发生改变从而引起了观测到的

视向内运动。”沈志强总结说，“这一研究很重要。研究光深的变化需要多频率、多历元甚至是相位参考观

测，目前此类研究仍较少。而该研究的成果提供了很好的契机，这将有助于增进人们对超大质量黑洞周围环境

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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