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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边存在着依次分立的环
，
这说明

，
从活跃核向

夕卜喷射是相继有层次的
。

所以临边增亮也许表明
，
相

对论性粒子在等离子区表面重新被加速
，
或许是由

于和周围介质相互作用的结果
�

为了补偿内部的绝

热损失
，
或许很有必要重新加速和尽量放大磁场

�

从靠内狭长的环变到外部圆形的环
，
以及在 第一个

环上出现的小亮斑
，

可能都是由于不同的喷流速度

引起的
。

这种速度的差别也许不是反映了外围介质
，

引起的减速
，
就是反映了中心引擎向外发射速度的

不同
。

当然也可能有不同的解释
。

东边的喷流与一些已经充分研究过的射 电源的

喷流很相似
。

如
� ������和 ������中的喷流也

显出周期性变宽和变直
，
在���

、
����� 和其它源

中也可看出更加突出的
“
摆动

” 。

已经有两类模型来

解释这种摆动
�
一是中心引擎的轨道运动和进动

，

另一是外流物质中的不稳定性
，

如 �����
一

�������
�

��理论或
“
消防水龙

”
理论

。

然而
，
由于存在比较直

的内部喷流
，
似乎排除了第一类简单的模型

�

而在

对武仙座�所作的低分辨率观测中
，
发现东西喷流

的主要特征在大于��弧秒的尺度上对核是对称分布

的
，
暗示了这两个喷流的基本结构是由共同因素决

定的
，
中心引擎变化的因素可能性最大

�

所以
，
以

喷流或波束与周围介质相互作用为基础的模型
，
似

乎也不能解释这种整体的对称性
�

可是
，

从高分辨

图上可看出两喷流的某些精细结构仍有明显不 同
�

因此
，

可能需要设计一种新的模型
，

在此模型中
，

射电源的结构既取决于变化着的中心引擎
，
又取决

于每个喷流向外传播结果的不同
。

其它与中心主星系�如 ������ 相联系的射电喷

流
，
当它通过外部介质传播时

，
也展现了不寻常的

结构
，
也许这些差别不是反映了环境的不对称性

，
就

是反映了中心引擎中的不对称性
�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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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射电天文方法中应用声表面波技术的进展

七十年代发展成熟的声表面波�简称 ����技

术已形成多种信号分析系统
�

其中应用��� 色散延

迟线组成的模拟信号频谱分析系统 �也称压缩接收

机�
，
由于具有实时性

、

大带宽
、

相干性及较高频率

分辨本领
，
同时体积小

、

稳定可靠
、

结构简单
、

价

格较低
，
已在很多方面获得应用

。

����年初前后
，

、

国内外分别提出将这种技术用于射电频谱分析的设

想
，
并进行了工作

。

由于国外采用商品器件搭接电

路
，
所以进展较快

，
已由澳大利亚 ��������

大学

�的年轻科技工作者 �
�

�
�

����等人装成了 两 套 样

机
。

但从样机指标看
，
其性能与实际天文观测要求

之间可能还有些差距
，
至今还没有看到实际观测结

果
。

而国内则由研制器件入手
，
进度较慢

，
但设计

指标是按天文要求提出的
，
若能按预定指标完成

，

用于实测应无问题
�

下面在扼要说明��� 频谱分析

、的原理之后
，

简单介绍 ����等人的工作
�

��� 频谱分析系统的基本原理是先将射频 或

中频电信号转变为压电晶体表面的声波
，
再经色散

延迟线使不同频率信号受不同的时延
，
最后将不同

时延的信号分别压缩成时间上分列的脉冲
，
每个脉

冲实际上就代表一个单频信号
�

这样一来就等于 以

时间轴代表频率轴把电信号的频谱展开了
，
每个脉

冲代表一条谱线
�

当然
，
这种方法每次只能分析一

段有限长的信号
，
每条谱线的宽度

，
也就是谱的频

率分辨率
，
要受到截断长度的影响

，
而截断长度则

受到声表面波器件总延迟时间的限制
。

虽然声表面

波的传播速度约为真空光速的 ��书倍
，
在很小长度

上就能得到较大时延
，
但由于拉制晶体的工艺限制

，

最大时延约在 ���那 左右
，
约相当于最高分辨率为

����
� �

���频谱分析系统的中心频率最高可做到

���� 以上
，

相对带宽��终以上
�

每分析一幅频谱图

所需的时间就相当于总时延
，
而这往往小于 ���邵

。

每幅频谱图都是由很多可分辨的点组成的
，
这种点

就相当于多通道滤波器的通道
�

在��� 系统里总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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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数由��、�器件的总带宽和有效时延的乘积
，
即时

带积来表达
。

因此
，
在��� 时带积高的条件下

，
系

统输出的数据量就非常大
，

速率非常高
。
��� 系统

的优点是可在毫秒以内实时得到频谱
，
但极快极大

的数据量输出往往又造成采集困难
。

一般需要采取

快速寄存积累的方式把大量数据归并降速
，
才能与

现有计算机相配合
。

在射电天文应用中
，
由于信号

一般都非常微弱
，
需要较长积分时间

，
数据量大更

是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
�

����等人装配的两套试验性样机从频谱 分析的

原理来说并没有什么不同
，
只是由于采用的商品元

器件的性能不同
，
就使两者的指标有所差别

，
现分

列如下
�

中心频率

����

了

带 宽

���
�
�

时带积
频率分辨率

�����

����� ���� ���� ���� �����

����� ���� ���� ����� ����

再接到数字式视频累加器�����上进行积累
。

他仰

采用了两种���
，
一种由 �� 位的移位寄存器组成高

速循环累加器直接累加
。

据介绍
，

这种方式可用于带

宽小于����� 、

时带积低于���的场合
，
全部电路可

装在一块印刷电路板上
，

价格也很便宜
。

他们采取
�

的另一种���选用了最新出品的高速 ���系列逻辑

元件《不是用的 ���技术�
，
并以串行输入并行输出

的方式降低输出的数据率
。

系统能处理的带宽可以

扩展到�����
� ，
当然这需要有相应的�

一� 转换器
。

从上述介绍可以看出
，
��� 频谱分析系统在射

电观测上是有应用前景的
，

特别是要求快速反应的

太阳爆发射电或要求大带宽的毫米波频谱等
，
频谱

偏振仪在射电观测上也会成为很有力的工具
。

不过

����等人的试验性样机受商品器件性能 的 局 限太

大
，

使带宽和频率分辨率都受限制
，
使能进行的实

际天文观测非常有限
。

因此
，
要满足特定的观测需

要
，

应该研制专用的��� 器件再组成适当的系统
。

国内正在这方面进行探索
�

今后我们将继续注意这
�

方面的动向
。

从以上指标看
，

作为射电频谱仪来使用
，
其性能并

不能算太好
，
特别是第一套更低

。

第二套的指标除

带宽稍窄之外
，
约与国内的声光频谱仪相当

。

但是

他们的总系统还有一些其它特色
。

他们在第一套样机里
，
用了两组 ���谱分析系

统分别对两路信号进行分析
，
这两路信号来自抛物

面天线焦面上相互正交的两副振子
。

由于��� 谱分

析系统里的信号在检波成视频以前一直以射频或中

频载波方式保存着原信号的相位信息
，

所以 在经过

谱分析之后仍然可以测定原信号的偏振
。

他们据此

把第一套样机装成了频谱偏振仪
，
可以测量 偏振随

频率的变化
。

其电路与通常窄带相关式偏 振仪相似
，

只是在求两路信号自相关和互相关函数之前
，
先各

用一组���谱分析系统加以分析
，
最后再经相关 处

理求得 �
、

�
、

�
、

�四个 ��砍��参量随频率变化的

谱
。

在他们的样机里其他的特色就是数据积累
。

他

们在 ��� 谱分析系统的输出经检波成为视频的频

谱图之后
，
以 �����采样速率数字化为 ����信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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