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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意大利天文学家伽利略发明了第一 架 夭

文望远镜
, ! �� 多年来

,

人们一直用光学望远镜在可见

光波段观测天体
,

认识宇宙
∀

本世纪 !� 年代
,

美国无线

电工程师 #
∀

央斯基偶然发现了来自银河中心的宇宙

射电波
,

开辟了大气的另一扇
“

窗口 ” ,

即射电窗口
∀

迅

速发展的射电天文学与光学天文学交相辉映
,

使古老

的天文学大放异彩
∀

∃� 年代
,

天文学家又打开了可见

光与无线电波之间的波长在 �
∀

% 一 & � �。微米的红外窗

口 ,
进一步拓宽了天文学的观测领域

,

推动了天文学的

更快发展
∀

发展简史

红外线的发现比无线电波的发现要早得多
,

早在
& ∋ �。年英国天文学家 (

∀

赫歇尔就发现了太 阳 的 红

外辐射
,
但由于缺乏灵敏的红外探测器

,
红外夭文学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进展缓慢
∀

本世纪 ∃� 年代初
,
随着低温致冷光电探测器和优

良的红外滤光器的出现
,
红外天文学开始走出困境

∀

&  ∃ , 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诺伊吉保尔等人 用 红 外

望远镜发现了著名的红外星
,

揭开了现代红外天文学

的新篇章
∀

近 !� 年来红外天文技术不断发展
,

不论是

地面红外望远镜还是红外天文卫星所进行的巡天观测

都取得不少成果
,
红外天文学已成为现代天文学的重

要支柱
∀

研究领城

红外波段观侧的重要性首先在于它在波长上衔接

起可见光和无线电波
,

其次是它可以 日以继夜地近行
,

观测对象遍及整个宇宙
,
可探测到以往凭光学和其它

手段所看不到的地方
∀

人们都知道
,

太阳系的行星
、

卫星
、

彗星本乡不发

光
,

是靠反射太阳光而亮的
,

其实它们在红外波段都有

自己的辐射
,

因此这些太阳系天体正好是红外天文学

所要研究的对象之一
有两类恒星是其它观测手段 )如光学和射电望远

镜∗所无法观测的
,
一类是刚刚诞生的恒星

,

另一类是

濒临死亡的恒星
,
前者还没有热到能发光的程度

,

而后

者的核燃料已经熄灭
∀

对此
,

红外天文学却可大键身

手
,

向我们提供恒星生
、

死的宝贵知识
∀

在银河系中心附近分布着大量的气体和尘埃
,

尽

管现在的光学望远镜造得越来越大
,
但凭借着这些洞

察宇宙的巨眼
,
仍然看不见银河系中心的真面目

,

因此

光学天文学家不无报怨地说
,

银河系中心难测
∀

而来

自银河系中
+合的红外线则像该中心的使者

,
穿过尘埃

屏障的阻挡来到地球
,

给我们提供了描绘该中心图象

的依据
∀

在银河系之外
,

类星体和许多星系的 星系核也是

红外源
,

天文学家正通过红外观测来了解它们
∀

近年

来还在红外波段开展 了对宇宙学的热点—
! # 背景

辐射的测量
∀

天体演化
、

生命起源和基本粒子是自然科学的三

大前沿
∀

星际分子的发现揭开了研究宇宙中生命起源

问题的序幕
,

把探测地外文明的神话变成了严肃的科

学课题
∀

分子的射电
、

红外谱线给我们提供了一种诊

断天休的探针
,
使我们能把研究的对象从处于演化中

期阶段扩展到早期阶段和晚期阶段
,

填补 了天体演化

知识中的空白区域
∀

探测技术和成果

红外望远镜是通过光学系统将天体的红外辐射聚

焦在红外探测器上
,
通过电子学系统和终端设备得到

红外辐射的各种信息
∀

由于天体的红外辐射十分微弱
,
为使天体的红外

辐射不致被仪器和天空背景的强红外辐射所淹没
,

红

外望远镜必须使用大 口径
、

强聚光本领的光学反射望

远镜
,

焦距要长
,

主孔和副镜要小
,

对望远镜和辅助设

备采取致冷措施
,
采用红外调制技术

,

即让望远镜副镜

以每秒一
、

二十次的频率摆动
,
使天体在望远镜中时隐

时现
,

将天休的红外辐射由直流信号变成交流信号
,
以

便同天空背景的红外辐射相分离
∀

&  ∃ , 年美国首先建造了红外望远镜
, 日径为 &

∀

,

米
,

诺伊杰保尔和莱顿用它在地面上以 !
∀

− 微米为工

作波长开展了首次红外巡天
,

发现了约 , ∃ �。个 红 外

源
,

大多是晚型巨星
∀

&  ∃  年他们将观测结果整理成

一份红外天体表
∀

为摆脱地球大气对红外辐射的吸收和避免大气本

身在红外波段的强烈噪声
,

红外望远镜常被安装右高

空飞机
、

大型气球
、

探空火箭或宇宙 飞行器上从事观测
。

第一个做红外探侧的高空气球是 &  ∃ . 年发放的
,

吊篮的名称是
“
约翰霍普金斯

” ,
它装有口 径 !� 厘米的

红外望远镜和近红外分光光度计
,

测量 了金 星 &
∀

% 一

!
∀

呼微米的红外光谱
∀

&  ∃ , 年美国天文学家霍夫曼首

次成功地进行了远红外天文球载观测
,
在波长 & �� 微

卷 ‘ 期 )总 !‘期 ∗



米处探测到近百个红外源
∀

此后
,

英国
、

美国
、

苏联和

日本等国的球载望远镜技术都有了长足的发展
∀

我国的球载红外天文观测起步于 %� 年代末
, & , 甘−

年  月
,

/

上海夭文台曾用中国科学院气球总体单位联

合研制的高空科学气球成功地进行了一次太阳的远红

外天文观0��
∀

1 , ∃ , 年美国一架装有 !� 厘米红外望远镜的高空

飞机在 钧一,� 微米工作波长处探测到银河系中 心 发

出的强红外辐射
,

证实银河系中心有一个强红外源
∀

&  % 斗年投人使用的美国柯伊伯机载天文台 在 红 外观

侧中颇有建树
,
它相继探测到天王星环

,

找到了银河

系中心周围使气体和尘埃磁化的
“

超环面 粒 子 加 速

器
” ,

观测到彗星中的水分子
,
定量地分析 了由超新星

& , ∋% 2 抛出的铁
、

钻
、

镍等重元素
∀

前不久有消息说

美国和德国准备联合研制一个新的远红外平流层天文

台
,

即在 一架波断% . %
一
34 运输机上装上一架德国造的

−
∀

, 开
、
反射望远境

,

须计在 &   ∋ 年开始工作
∀

火箭的
一

5 丁高度通常在 & ,� 公里左右
,

每次飞行

可观测 时6、习为 ∃ 一 & � 分钟
∀

&  % &一 −  % − 年美 国 空 军

坎布里奇研究实验所 % 次用火箭在中红外 区 波 长 .
、

&& 和 −� 微米处巡天
,
探侧 了 ”肠 的天空区域

,

发 现

了 ! −。。个红外源
∀

对比儿种运载工具
,

飞机可使红外观测得到改善
,

但无法接收高能的烦波辐射
,

气球 飞得比飞机高
,

但气

球上面仍无法摆脱大气对天文观测的影响
,

而火箭的

观侧时间又过于短暂
,

唯有宇宙探侧器效果最为理想
,

但它所面临的
一
个困难是整套探测系统很难长时间冷

却到液氦温度
∀

美国
、

荷兰和英国历时 巧 年攻克了这

一难关
,
于 &  ∋ ! 年 � 月−, 日将一个在空间进行红外巡

天观察的天文卫星发射上天
∀

红外天文卫星

红外天文 卫星 )78 2 9∗ 运载一架主镜 口 径 ∃� 厘

米的反射望远镜
,

在 & −
、

− ,
、

∃� 和 & �� 微米四个波段
,

切四神探测器测量大体和宇宙的红外辐射
∀

78 2 3 的

职个望远镜和探测器全部冷却在液氦之中
,

致冷到绝

对温标 & #
∀

原定 78 2 9 的有效存在期为一年
, &  ∋ ! 年

&& 月 & 。日 ,
因液氦致冷剂耗尽而不得不停止 工 作

∀

它的发射成功和红外巡天所获得的丰硕成果被公认为

� , ∋ ! 年世界的重大科学成就
∀

限2 3 在 &� 个月的有效运作期间
,

记录到 − . , ∋ ! ,

个红外源
,

使已知的红外天体总数增加了 & �� 倍
,

发现

了大批新型天体
,
大大丰富了天文学家对 宇 宙 的认

识
∀

78 2 9 最瞩 目的成就是使地外行星系的探索 有
一

了

突破性进展
∀

它不 仪在年轻天体
,

例如金牛 : 型少星

金牛 ; <
、

麒麟 8 周围发现了星周 尘晕或星周 尘盘
,
还

发现 了一 些 祈名亮星的固态星周物质
∀

天文学家认为

围绕织女星
、

南鱼 “、

绘架月等恒星的星周盘很可能是

正在形成中的原始行星系
∀

、8 2 9 透过尘埃云
,

发现了恒星诞生的迹象
,
它在

距地球 ∃ ,� 光年的范围里观测到大量即将形成恒星的

尘埃云
,

在仙女座找到一些正在形成的恒星
,
在看似宁

静的暗星云巴纳德 , 内
,

发现 . 颗质量与太阳相仿的

初生的或正在形成的恒星
∀

78 2 3 揭示了银河系中心的细节
,
发现了 银河中∗

=

泛分布的由极冷尘埃组成的稀薄的红外云
,

还观测到

宇宙背景辐射
∀

在 78 2 9 观测到的红外分立源中
,

有不少和已知

天体相对应
,

有些还没有找到对应天体
,

其中有些可能

是原恒星
,

有些可能是红外星系
∀

红外星系是宇宙中

一支以前鲜为人知的星系族
,
它们的红外光度起源还

是一个迷
∀

78 人3 还发现了 , 颗彗星
∀

& , ∋ ! 年 , 月发 现 了

艾拉斯
一
荒木

一
阿尔科克彗星后

, && 月初接 连 发 现 了

� , ∋ ! >
、

一 ∋ ! &
、
一? 9 ! # 和 一, ∋ ! �

∀

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发

现如此多的彗星
,

是因为 78 2 9 对来自低温尘埃的辐

射极为敏感
∀

78 2 9 还揭示彗星中的尘埃比以前 根 据

其它波段观侧估计的要多
,

一些与太阳多次接近
,

耗尽

挥发物质的濒死彗星
,
仍可能在远红外波段保存一杀

可见的尘埃彗尾
∀

&  ∋ . 年
,

美国宇航局将 & , ‘,一 & , ∋ ! 年已问 世 和

尚未公开发表的全部红外源表进行计算机汇总
,

出版

了
《
红外源总表

》
∀

该表囊括了地面 − 微米巡天
,

美国

空军四波段红外巡天
,

78 2 9 已公布的红 外 源
,
共载

有 & � � � � 个红外源
,

其中 ∋ � � 。个是恒星
、

星云或河外

天体
,

剩下的 −。。� 个尚未确认出光学对应体
∀

&  ∋  年
,
由马特森领导的喷气推进实验室编撰了

一份红外天文卫星表
,
这是迄今为止数据收集最丰富

的太阳系天体星表
∀

在卫星观测过的 & & .   颗小行星

和 ! ∋ . 颗彗星中
,

该星表列出了其中已知的 & ∋ && 颗小

行星的物理特征)大小
、

跟离
、

表面反射率和成分等 ∗
,

并修正了 −− 颗已知彗星的轨道参数
∀

在此之前
,

天文学家根据 限 2 3 的观测完成了一

份红外点源总表
,
这份星表由覆盖全天  ∃ 呱 的一系列

星表所组成
,

收编恒星
、

星系
、

原始恒星及其它天体等

红外源约 −, 万个
∀

�只2 9 的成就鼓舞了天文学家
,
不少国家已经把红

外天文学列为重点发展计划
∀

有关红外望远镜的
一

卜一

步计划
,

最主要的是空间红外望远镜装置 )9� 8 : ≅ ∗
,

它

是一架孔
‘

径为 �
∀

∋, 米的望远镜
,

工作波长 −一 ! �� 微

米
,

其灵敏度比现有天文红外卫星筒 & � �。倍
,
能看到

可观测宇宙的极限
∀

97 8 : ≅ 是继哈勃空间望远镜
、

康

普顿
“

‘

对线天文台和 Α 射线天体物理设备之后
,

美国

宇航局的第四大空间天文台
,

拟议在 & , , ∋ 年进 入 轨

道
,

届时将给我们带来更多更令人激动的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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