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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 向 速 度 标 准 星

照路沈 良

�中国科学院北京天

提 要

本文简述至今仍在沿用的视向速度标准星体系及其主要特点
，
这一体系的更新所面临的任务

和已取得的某些进展
，
为恒星视向速度实测基础在我国的建立提供参考

。

文末所写今后工作可作

为对文献〔��〕的发挥和补充
。

恒星视向速度的测定纤口其他观测参量一样
，

需要定标
，

需要 归 化 到 统一的国际测量系

统
，

因而需要观测一批视向速度标准星
�

为了监测控制有关仪器 设备 的 主要功能及其稳定

度
，

也需要测标准星
�

显然
�

这种标准星应该具有测定得足够精确的 日心视向速度数值
，

并

且高度稳定
�

一
、

��� 视向速度标准星

国际天文学联合会�����早在 ���� 年第一届大会上
，

就由第 ��专题组作了决议
，

要尽

早提出一份视向速度标准恒星表
�

���� 年
，

第一 版 这 种标准星表由美国 �����
、

��
��

� 和

英国 �����发表在 ��� 会刊上
�

历经发展改进后
，

加拿大自治领天体物理台������
�
��

��

受 ��� ����年大会委托于 ��盯 年重新发表了视向速度标 准星表“ ’ ，
共�� 星

，

分为目视星

等亮于 �
�

�的 ��星�习称 ��� 亮标准星�和 目视 星等在 �
�

�与 �
�

�之间的 ��星�习称 ���

暗标准星�
，

总的光谱型范围为 ��至 ��
。

����年
，

加拿大 �����和 法 国 ����������发

表了 �� 颗照相星等 �
�

��至 �
�

��的 �至�型星表
，

建议作为新标准星
‘ “ ’，

其 目的 主要是考

虑到物端棱镜巡天之用
�
这批星获得 ��� ���� 年大会第�� 专题 组 通 过

，

并正式采用
�

以

上 ��� 视向速度标准星共 ��星
，

全部名单和有关数据可见美国和英国合编的天文年历
，

见

文献���
。

关于这些标准星的历史沿革
，

可见 ��� 台 ������ 写 的 文 献〔��
，

英 国 剑 桥 天 文 台

������� 写的文献〔�〕
�

特别是 ��� 会刊有关各卷中第 ��专题 组 的记载
�

文献〔�〕是全面论

述视向速度标准星的重要专文
�

派���年��月�� 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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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向速度标准星

二
、

��� 视向速度标准星的缺点

�
�

某些星视向速度变化显若

��� 亮标准星中的 � ���������和老人星即 � ��� ��� 五�
，

由于视向速度显著变化
，

已由 ��� 第 ��专题组决定从标准星表 中删去
‘ “�。 ��招 年增补的 �� 星

‘�’之 中
，
������� 用

视向速度仪发现 �� �����是周期 ����天左右
，

视向速度半变幅�约为 �
�

���
· ，一 ’

的分光

双星 ‘�，� ��� 暗标准星中的 ������� 即 �� ����
，

视向速度变化大到 ����
·
�一 “ 。 ’� 暗标

准星 �� ������
，

用 ��� 视向速度仪发现为双谱分光双星
，

分光解之中 �，
和 ��

各为 �
�

�

和 ��
�

���
·
�一 ‘ ，

轨道周期 ���天
，

偏 心 率 �
�

���。 ，
。

暗标 准 星 �� ���经 ������ 等观测研

究
，

确定为视向速度变星
，

并猜测可能是分光双星 “ ” ’� ��� 亮标准星 � ’
���和 � ���

、

暗

标准星 � ���和 �� �����
，

由瑞士 �����和法国 ������� 用 �������视向速度仪测知

为视向速度变星
，

分析认为前三星变化可能是由于恒星大气 运动
，

�� “ ��� 则象是分光双
星 ‘ ’ ‘ ’� 以上共 ��例

，

在 ����使用年度的美英天文联合年历内视向 速 度标准星表中都已标

明视向速度在改变
。

��� 视向速度标准星表中出现视向速度变星
，

原因包括���早年使用的仪器色散不够高
，

������ ���� 年表
「” 所依据的许多观测色散为��一��入

·

��
一 ‘ ，

暗标准星的大量观测所用色散

为 ��入
·

��
一 ’
或更低

�

相比之下
，

���� 年时恒星视向速度工作用��入
·

��
一 ’
或更高色散

已属常事 “ ， ’ 。 ’ � ��� 不少标准星在入选前观测次数不够多或观测覆盖的年代不够长
，

随着高

色散高精度和长期监视观测的进展�包括以高分辨
、

高灵敏度即测暗星 能 力较高和快速取得

结果为特长的视向速度仪观测�
，

标准星表中视向速度变星的发现 就 愈来愈多
�

不过
，

尽管

������ 等明确认为 � �
���

、

日���
、 ￡ ���等不应再用 作 标 准星�至少是对于约 ��人

·

��
一 ’

或更高色散的工作�
�‘ “ ’ ，

但美英天文联合年历的相应表巾直到 ����使用年度尚未如此 标明
�

�
�

导点问魔

����� 和 ��
����

� ����一���� 年用 �������视向速度仪在智利仔细 观
‘

测研究
，

发

现 ��� 亮标准星和暗标准星的表列视向速 度 的 基 准 零点存 在系统性差异
，

前者需加上约
一 �����

�

�一 ’
的改正值以归化到后者体系

‘川
，

并且将 ��� 视向速度仪的和 这 两组标准星

的观测数据作对比
，

也得出了类似结果
�

另外
，

小行星的日心视向速度用天体力学计算能达

到 士���
�

�一 ‘
甚至更高的精度

，

��� 标准星和小行星联测若干年的分析 结 果是
，

小行星视

向速度体系的绝对零点大致位于 ��� 亮标准星和暗标准星两体系零点的当中
‘ ’ “ ’ 。

�
�

其他不足

���不同精度水平或色散范围的恒星视向速度实侧要求建立不同层次的
、

相应的新的标

准星体系
，
���对于早型或自转速度视向投影较大的恒星

，

相应的视向速度标准星体系实际

上接近空白
�
���用交叉相关法�见文献�����测定两星视向速度差

，

这类工作发展很快
，

要

求建立各种光谱类型都有
，

并广布天空的视向 速 度 标 准 星 或 仅 作 参 照 对 比 的 参 考 星

体系
， ��� 物端棱镜或类似的光谱巡夭工作需要相适应的视 向速 度 标 准 星 或 参 考 星 体

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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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视向速度参考星

�
�

����夭文台视向速度参考星

美国 ���� 州立大学 ��
��天文台 ���� 镜折轴视向速度仪

，

为了控制零点
，

起先主要试

用一部分较亮的 ����
��表 ��� 标准星 “ �以及选自���� 视向速度表

‘
川的一批星

，

结果 逐夜

零点误差天于仪器观测弥散
�

后来改用一大批视向速度参考星
，

主要选自�� 。 �天 文 台早年

亮于 目视星等 �
�

�的全天视向速度星表 “ �’ ，

情况即好
。

经过约三年 勤 测处理
，

一批批筛选

掉逐夜零点改正弥散过大的暂用星后
，

留下 ���星仍可用
，

其名单发表于 ����年
‘ ’ “��这些星都

亮于 目视星等�
，

光谱晚 �至早�型�
。

文献 〔��〕的标题虽然称作 《视向速度标准星 》 ，

文中也

称作标准星
，

实际上这 ���星中只有一小部分是视向速度标准星
，

大 部 分 是参考星
�

����

台 ����年发表的阶段总结中已改称这批 星 的总体为视向速度参考星 “ �，。

经 ����一���� 年

大量观测和归算
，

����台视向速度仪体系的零点达到了很精确稳定的境界
，

归 化到 ����台

体系所需加的改正值为�一����士�
�

����。
·

�一 ’ “ �’� ����� 等于 ����一���� 年 用基特 峰 台

�
�

�米折轴辅助镜
，

以色散 ��入
·

��
一 ‘
对 ����视向速度参考星中�� 星进行 了照相观测

，

并兼测了伽里略木卫
、

天王星
、

海王星和 �一�号小行星作为视向速度基准
，

结果 得到由 ����

体系归化到上列太阳系天体视向速度体 系 所 需 加 的改正值为��
�

�士�
�

����
·
�一 ‘ ，

并认为

����体系的 ���视向速 度 参 考 星 既 经 过筛选
，

又 遍 布 北天
，

作为视向速
�

度对比 很有用

处 �‘ “�
。

�
�

剑桥夭文台���������视向速度参考星

视向速度仪创始者 ������� 选用了赤经大致均匀分布于全 及
，

赤纬在�� ��
�

士��
�

�间
�

目视星等约 �等的晚型巨星 ���印
、

�����
、

����� 和 入��� 为 视 向 速度参考星 �’ 。�
，

其

目的是用于视 向速度较差测定
。

通过这 �星视向速度的相互对比以及和一批选自文献〔��〕的
恒星数据相互对比

，

可测定这 �星的相对和绝对视向速度
�

������� 的这些参考 星被肴的学

者称为标准星�见文献〔��
，

��〕等�
。

实际上 ���� 参考星 “ “ ’
中就包括这 �星

，

并且 受到�掀卜

重视
，

观测次数特多
【 ‘�’ 。 ���视向速度仪检验和建立仪器系统时的重点测试 对象中

，

也包

括 �������
这些参考星

‘ “ “ ’ 。 �������视向速度仪在早年检验和建立仪 器 系统时也测了这

些剑桥参考星
【�‘ ’ 。

大量观测往往是发现的前驱
，

���视向速度仪的实测首先察觉瓢 ���犯

有变化
，

尔后的观测积累反映其变化具有大约 ��� 夭的周期性
，

几方合作研讨后
，

终于发现

此星是周期约 ���天
，

轨道偏心率约 �
�

�
，

�只有约 �
�

���
·
�一 ‘
的单谱分光 双星 ‘�‘ ’ �

�
�

早型视向速度参考星

当代取得广泛成功的测甲乙两星视向速度差值的交叉相关法 “ “�
，

要求视 向 速度参考星

乙的光谱型连同自转速度视向投影值尽可能和待测星甲接近
�

视向速度仪实际上也是交叉相

关法应用的一种体现
。

用交叉相关法测早型星和自转速度投影较大恒星的视向速度
，

需要相

应的参考星或标准星
�

多年来人们未能建立一套早型视向速度标准星体系
，

主要困难是测量

精度不高和早型星视向速度稳定性不清
�

不过
，

前辈天文学家早已提出如下建议
‘ “ �’ � 利用既

包含早型星又包含晚型星的长周期目视双星或聚星和距我们适中的这种疏散星团来争取精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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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向速度标准星

早型星的视向速�度可见文献 〔�幻�
。

建立早型视向速度参考星乃至标准星体系的工作
，

显然是创业性研究课题
，

知难而进的

事例看来还相当少
。

美国 �����用基特峰台 �
�

�米折轴 辅 助 镜以色散 �
�

�人
·

��
一 ’ ，

分辨

率 �
�

��入测了 �和 �型 ��亮星的照相光谱
，

星数 ��
�

初步 结果认为其中的 ��������
，

自转速度投影
� ��� �二 ����

·
�一 ‘�和

� ������
�

�
， 。 滋��二 ����

·
�一 ‘
�似乎 视向速度很稳定

�文献 〔��〕及其后的讨论�
�

丹麦 �������几 和 ��������� 用欧南台 �
�

�米镜折轴摄谱仪
，

以

色散 ��入
·

��
一 ‘
对光谱型 ��至 ��的 ��星取得 ���条 照 相光谱

，

分析其中��至 ��型

的 ��星而选出了测视向速度时受光谱型和自转速度投影值影响最小的谱线
，

提出 了一张 ��

至 �� 型视向速度参考星的初步名单
，

文章立标题为 《计入自转影响的恒星视向速度标准化研

究 》 ‘
川

�

四
、

近 况 和 展 望

�
�

视向速度标准星工作小组 ����年的汇报

��� 第 ��专题组下属这一小组组长 �
������。 的 这 篇汇报发表于文献〔��〕 ，

其结论
、

建议的要点和本文的某些说明如下
�

��� 发表了一份需要在 ����一���� 年重点监测的一级标

准星候选对象 �� 星和重要参考星 �星的名单
�

前者在 ����使用年度美英天文联合年历 ���

一� ��页表中已全部标明
，

赤经广布全天而赤纬在 十��
‘

与 一��
’

之间�南北 半 球 天文台都

能方便观测�
，

厂 星等范围从最亮 一�
�

���大角星�到 �
�

������������
，

光谱型 ��至 ��
�

�
，

日心视向速度最大绝对值达 �����
·
�一 ‘
������

，
一 ���

�

���
·
�一 ‘
�

。

后者光谱型 ��至 ��
，

其中一半就是 ������� 参 考 星 �����
、

����� 和 入����入���在表中 厂星等误����为 �
�

��
，

应为 �
�

����还有 ��� 暗标准星 �� ������即 �� 及 ��石�或 �� ��� ，

������ 等曾主张在

色散不低于大约 ��入
·

��
一 ’
的视向速度工作中最好不用此星为标准星

‘ ’ 。�，

但 ������� ����

一��豁 年用视向速度仪并未测得变化
，

也没 有 发现 ����年到����年 �月 �日视向速度有

明显改变 ‘ “ “ �� 再有两星是毕星团成员
�� ��〔 ‘ �’

即 �� �������� �
，

犷 二 �
�

���和老年疏散

星团 ���成员 ���一���以
，， ‘ 吕’���� 皿

，

犷 二�
�

���
�

���鉴于一级标准星候选对象的稳定程

度尚在观测鉴定中
，

建议仍然沿用原先的 ��� 标准星体系
，

并建议新 版 美英合编天文生历

在相应表中删去变化达每秒好几千米的曾用标准星
。

��� 为了争取到 ���� 年 能 提出一份精

确到士工���
·
�一 ’
的

，

一级视 向速度新标准星的正式采用名单
，

要求协作观测者在此 期间以尽

可能高的精度继续监测附表即�」�中所述各星
，

以及即将由本小组另行选定的若干晚型矮星
。

凡有能力并愿贡献 ���一印��
·
�一 ’
精度的视向速度观测数据的观测者

，

我 们 都鼓励他们对

上述附表各星进行这样的观测
，

并将结果报给本小组
，

以便吸收纳入新的标准星体系
�

���

需要略为扩大小行星观测对象
，

使新的视向速度标准星体系的实测绝对零点所依据的小行星

数比以前更多些
，

这样很可能会使它对理论零点的偏离保持在镇����
·
�一 ’
的水 平

。

�动 建

立一套解决问题的 �一�峨 型视向速度标准星体系
，

虽然还需要付出好些年的 努力
，

但是开

发新观测技术方法和遴选并实侧定标对象这类准备工作
，

立即就可开始进行
，

我们非常鼓励

这种探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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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较新的进展

����� ������ 一级标准星候选对象 ��星 ‘ ’��之中
，

�� ���������犷
，

犷 � �
�

���本 是

��� 暗标准星
“ �之一

，

经美国 ������ 等用软件模板视向速度仪和 ����� 等用 �������

视向速度仪多年监测分析
，

已发现它是单谱分光双星
。

分光解 包括轨道周期���
�

��士�
�

����
，

偏心率 �
�

��士�
�

��
，

�只有��
�

��士�
，

�����
·

�一 ’ ‘ “ 。 ’ 。

北京 天 文 台张尔和与张荣显参加了

美中三处天文台协作的测光观测
，

试图查探此星是否是食变星
，

结果没有测得深度 ��
�

���

星等的食象
，

这反映其轨道倾角小于 ��
’ 『‘ �了

。

��� 光纤分光试验 加拿大 ��������等以光纤代替常规狭缝
，

用基特峰台折轴辅助镜

��� 光谱仪试渺 ��� 标准星的视向速度
，

由于光谱仪入射孔径照明均匀
，

导星误差大 减
，

精度提高
，

得益远超过光力损失
，

观 测 亮 星 时尤其如此
�
几 夜 重复 观测精度可达 ��

�

�一

�
�

助��
·
�一 ’ 。

这项研究所得数据和 �������视向速度仪对 ��� 标准 星 � ���
、

�����
、

日�
��

、

�� �����及 ���计 的观测符合良好
，

支持把这些星继续用 为 标 准 星
，

但发现本

文前面所述需要重点监测的一级标准星候选对象” “ 了之中的 �����
，

其视向速 度 显著缓变
，

�� ��� 的视向速度稳定性则可疑
‘ “ ，�

。

���一批特亮� 型标准星 加拿大 ��������和 ����
��
等试 验 的氟化氢视向速度技术

达到了 ���
·
�一 ’
的超高精度

，

用于寻找可能存在的棕矮星和太阳以外恒星周围 的 大质量行

星
，

也测知了一些视向速度很稳定的晚型星
〔 “�� �

����一���� 年测得下列 ��� 标准星的视向

速度对于长期平均值的标准偏离为
�

日�
�� ��

，
� ��� ��

，
� ��� ���

，

大角星 ���
， � �� �

���
， � ��� 斜�

，

单位都是 �
·
�一 ‘ 。

前五星中除 � ��� 光谱为 �� 亚一���外都是 �型 巨星
，

� ��� 为
·

����
。

这项研究提出的初步建议是
� ���不 宜 用 作 标 准星�支持 ����� � 等的建

议 ‘ ’ 。��
， � ���

、

大角星和 � �� 。 �都是一级标准星候选对象
【 ‘ “��在一定条件下仍可用为 标准

星
，

而 日�
�� 和 � ����赤纬略偏北

，

未选为一级标准星候选对象�除了超高精度要求外
，

都

能用作标准星
「“ 。 �。

��� 大角星 �����等于 ����一����年在 �������台 �
�

��米 镜上用光纤 ��� 光谱仪

观测这一特亮的历史悠久的 ��� 标准星
，

并用 �����
一�����干涉仪定标

，

视 向速度逐夜精

度达 ���
·
�一 ‘

分
、

析得知大角星具有周期��
�

���士�
�

�����
，

变幅����士����
·
�一 ‘
的 视向

速度变化
，

而用同样设备测得的 日�
�� 的视向速度变 化 则小得多

‘���� ������� 于 ���� 和

���� 年在 �
� ��

���� 台用 �
�

�米镜折轴 ������� 光谱仪及计算机控制的自动导 星装置
，

特

地使星像在光缝上来回移动
，

以避免准 直 镜 照 明不均匀所引起的系统误差
，

并用地球大气

��

谱线为基准
，

测量恒星光球吸收线相对位移
，

细致处理分析后达到的较差视向 速 度 精度

为���一����
·
�一 ’ ，

结果以 ���� 的时间分辨率测得大角星视向速度呈现周期大约为 ��
，

变

幅超过 ����
�

�一 ‘
的变化

，

证实了文献〔�田的结果
，

并且还发现此星的视向速度曲线随时间

而变化 ‘川
。

����� 等从 ����到 ����年用 �
�

�米 ��� 望远镜折轴光谱仪和氟化氢基准 吸收

谱线技术方法观测大角星
，

典型外部误差为 ���
，
�一 ’ ，

侧 得 大 角星的视向速度呈现时标以

天和年计的多重周期变化
，

最大幅度达 ����
·
�一 ’ �

分析认为其中变幅较小的短周期起 伏可

能是反映和太阳 �分钟振荡相对应的现象
，

而幅度最大的变化成分具有 ���� 或更 长的周期

性
�

这一长周期变化的起因可 能涉 及 恒 星 大 气 对流运动
，
或自转效应

，

或者双星机道运



合期 沈良照
�

视向速度标准星 ���

动 【’ 忿�
�

西班牙和英国学者合作
，

于 ���� 年在 �
�

�米 �����
�� ������。 �望 远镜的 �������

焦点之一
，

用磁光滤光片��������
������� �������式光谱仪测量 ����入钾线

，

研究天角星整

体振荡
，

单一夜晚功率谱的噪声背景低到 ��
·
�一 ‘
的量级

，

测 得 大 角星振动谱中的最大变

幅为 ���
·
�一 ’ ，

其周期为 ���
，

而变幅 ���
·

�一 ’�第二天变幅�
，

周期甚近 �����最低频�的

可能是基谐振动模式
，

并测定大角星的质心视向速度为�一 ����士���
·
�一 ’ ‘“ “ ’ 。

�助 织女星 尽管这颗北半天球最亮早型星的光谱
、

测光等种种研究资料极为丰富
�

而

且用作视向速度参考星也已多年�见文献〔��
，
��

，

��〕导�，

但是视向速度的较高精度测定及其

变化研究的专文实属少见
。

���� 年
，

有的学者研究分析了 ����
、

���� 年的 观 测 资料 后
，

曾得出结果
�

织女星的视向速度 呈 现 变幅约���
·
�一 ’ ，

周期 �
�

�����
，

持续 ���周期之久

的变化 ‘ “ “ �。 虽然这一周期和 ����年版苏联 《 变星总表
》
中的测光周期 �

�

���符合甚好
，

但一

直未见对这项视向 速 度 观 测 的 证 实
。

与 此相反
，

����年 ������ 在一次讨论会上说
，

在

�� 。 �����
进行的高色散观测没有显示织女星视向速度有变化的迹象

「“ 已�
。

文献 〔�们列出�盯�一

���� 年 用 �
�

�米 镜 测 ���� 人区 � �谱线所得 �� 次织女星视向速度观测值
，

我们计算得知

单独一次观测的标准偏离 � � �
�

����
·
�一 ’ ，

而对平均值的最大偏离小于 ��
，

可以认为未见

视向速度有显著变化
，

并 得 到 平 均 视 向 速度及其标准偏离为�一��
�

��士�
�

�����
·

�一 ‘ �

���� 年 织女 星 专文〔��〕报道
，

用 ��� �
�

�米镜以色散 �
�

�入
·

��
一 ‘
和连续区平均信噪比

����
，

在 ����一����入范围比较了 ��条 无混线的 �� 工与 ��亚线的波长
，

测得视向速度为

�一��
�

��士�
�

�����
�

�一 ’ �

我们注意到这一数据没有列出观测时刻和观测次数
，

没有提视向

速度是否有变化
�

还注意到
，

该文重新测定的自转速度投影平均值和 ����
【 “ 吕’
的相差不远

�

������ 仪的稳定性 ��年来用 �
�

�米镜折轴摄谱仪以色散 �
�

�入
·

��
一 ’
观测 ���视

向速度标准星的总结已发表
‘���， 每一光谱底片的均方根弥散为 �

�

�����
·
�一 ’ ，

反 映该摄谱

仪和所测标准星的视向速度在这 ��年期间稳定到这样的程度
，
但是和 �������仪之间存

在随光谱型而变的系统差
，

为了合并处理数据以用来建立更完善的标准星体系
，

必须先研讨

解决这一问题
�

�
�

归纳与前最

以下用 ��表示视向速度

���要点 归纳 仍 在 沿 用 的 ��� ��标准 星 名 单 与数据可见 ���� 使用 年度的 �旋

������������������� ���一���页
，

其 中 已 删去 ����年度标明变化的 ��星��� �����

除外�
，

因此星数共 ��
，

并标出 协 ���
、

�� �����和 � ���为 �� 变星
，

另有 ��星标明为

����一���� 年需重点监测的一级标准星候选对象�应去掉 �� ������
�

���� 年前 后应当会

发表一批关键性资料
，

在 ��� 的 ������������ ����������
、

将来出版的 ���������。 �� ��

�卜 ��� 第 ��专 题组的 报告决 议 中
，

以 及 ����和 其 后 使 用 年度的 ��� ������������

������� 中
，

可以看到这方面的新进展
�

���今后工作 ������� 主张每一标准星候 选对 象至少应观测 �� 年
，

������ 认为除了

这样做以外
，

还需要由三
、

四个天文台每台至少 每 年观测 ��次
，

并要在整个观测季中均匀

分布
‘���。 不同的工作和精 度 需要

，

要求不同层次的标准星体系
，

可以试行一级
、

二级标准

星
、

参考星
、

比较星之类的分层分工
。

目 前 看来
，

日�
��“ 。 ，�，，�“ ·�“ ’

和 � ���“ “ ，么，，�。 ’对北半



� 大 文 学 进 展 �卷���

球许多 ��工作都宜用作标准星
，

把它们看作一级标准星候选对象
，

进行 ��测 定并长期频

繁监测
，

一定会得益非浅
�

技术方法的提高推动着标准星体系的发展
�

探求超 高精度 ��
，

对标准星问题可能会打开另一种局面
，

也许需要发展到用地面特殊高技术来补充甚至代替天

体才能解决�这和原子钟代替地球自转测时多么类似�� 到那时标准星的作用将限于一般工作
，

测定恒星 �� 的任务将面 目全新
�

不过
，

计入恒星自转
‘�们和其他有 关 因素

，

研讨试建早型

�� 标准星或参考星体系
，

解决这方面几十年来久攻不下的
，

尤其是�型星 的问题
，

显然是

当前迫切应该大力加强的关键课题
�
前辈学者提出的从目视双星和疏散星 团中物色早型 ��

标准星候选对象的设想
，

需要年富力强的志士去奋斗实现
�

����年德国 �时�����早就发表

了同时观测的织女星光变曲线和 ��曲线
【 “ 目 ，

与���� 年 至 今 的 发 展相比
，

问题不少
，

例

如
�

织女星是否有时不变
，

有时这样变
，

有时那样变� 看来
，

为了试用织女星为 �� 参考星

也好
，

为了研讨其脉动变星或其他 变 化 问 题也好
，

需要开展时间分辨率足够的
，

较高精度

的
，

短时标�特别是和测光同时进行�的以及长期的织女星 �� 观测研究
。

��� 织 女星研究

至少要将信噪比提高到 ����
，

并扩展波长范围 ‘川
� “

早型星视向速度的精 密测量
”

一文将

要发表 “ ��， 这都会带来新希望
�

观测 ��标准星
〔�“ ，“ ，，“ 。 ，

��
，，’�和小行星 ，

以检 验 控制光谱仪

器的精度
、

零点和稳定性等
，

反过来这又促使标准星体系更趋完善
，

形成良性循环
，

我国的

恒星 �� 设备也需要这样发展提高
，

争取具有特色
，

有所创新
�

感谢朱慈嫉和高麟庄同志帮助提供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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