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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单叶函数的局部极大值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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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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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系螺旋结构三维密度波的流体动力学理论

盘伏星系螺旋结构的本质与起源是半个多世纪

以来一直为天文学及天体物理学界所注目的重大难

题 在近十五年来 , 由林家翘所创建的密度波理论
,

在揭示星系螺旋结构的动力学机制上取得了很大的

成功 但是林家翘的理论仍有一定的局限性 他将

三维的正则盘状星系简化为一个无限薄盘外加一个

位于中心的刚性球 波动过程只发生在盘内

本文旨在研究与发展星系密度波的三 维 理 论
,

从而为星系螺旋结构的动力学解释提供一个更完善

的理论基础 林家翘的理论可作为在某种极端情况

下的特例 从本文的结果
,

我们可对有限厚度的盘

状星系螺旋结构的动力学特性概述如下

星盘对称面上的任一初始扰动可粉成一系列

具有离散特征图象频率的增长型的模式迭加 其中

增长率最大的模式决定螺旋结构的基本特征 这点
与林家翘的结论完全一致

在共转圈势垒上
,

存在“ 隧道”效应 盘厚
、

松

卷性 非临界的 ‘
,

稳定性将抑制模式并扩大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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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圈两侧的无波区 因此 , 当其它条件不变时 ,

盘越

厚 , 螺旋图象将越模糊
。

由此推出 透镜状星系
,

椭

圆星系不可能存在螺旋图象

共转圈参数
,

剪切因子
,

将使增长率

增加 , 这里参数 与 决 认 等人引人的 参数相类

似
。

致谢 本研究工作始终得到谈镐生教授的大力

支持
,

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徐 建 军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一元五相 多体系相平衡的图示研究

作者业已证明 , 。 相多体系的全部可能相

关系不可能同时稳定出现在一张全网图中 对一元

五相多体系来说
,

表现其全部相关系的是分别由一

组封闭网构成的两个全网系 其中一个全网系由十

个六点封闭网组成
,

是特征全网系 另一个全网系由

五个四点封闭网组成
,

是相退化全网系
。

每一四点封闭网的四个点都缺 失 一个共 同 的

相
,

因此 , 四点封闭网实质上是一元四相 二 多

体系的全网
。

我们可将其共同缺失相的符号搁人大

括号中来标记它
,

大括号特指封闭网 四点封闭网

的表象多面体是一个四面体

每一六点封闭网都由两个取自不同四点封闭网

的三点部份封闭网拼合而成 其表象多面体是三方

梭柱
。

六点封闭网的标记符号由产生它的两个四点

封闭网的符号合并而成 例如
,

由丈 和 去掉共

同含有的点 , 后 , 拼成的六点封闭网记为 ,

短竖线特指拼合

在表象多面体的基础上 ,

构筑了全部封闭网图

由于一元五相多体系的封闭网图最多能有六个

无变度点
,

而实际相图中的相关系应少于封闭网图

中的相关系
,

所以 , 至少必须从封闭网图中去掉一个

无变度点
,

才能得到实际相图 这就解释了
二

等的有五个稳定相的一元系相图的基本形式中和作

者的相图具体构型中为什么最多只有五个无变度点

的问题 实际上
, 。

等导出的一元五 相 多 体

系相图的四种基本形式都可从一个六点封闭网图引

出
。

在把作者导出的一元五相多体系 的 种相 图

类型同四点或六点封闭网图比较后 , 标明了各类型

中单端线段直接连向的点的名称
。

这对加深人们对

一元五相多体系相图的理解显然是有重要意义的

郭 其 佛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

突 变 前 兆 用 于 临 震 预 报

我们利用激光锁相应变仪
、

基岩地电仪
、

天电仪

及气象仪器同时观测基岩应变
、

基岩地电
、

电磁辐射

包络及气象等地震前兆 通过观测发现 突变前兆

对于临展预报具有重要意义
,

并且它们具有多样性
、

全球性
、

相互独立性
、

反向特性
、

前兆模式的重复性
、

周期 或准周期 性
、

周期性前兆波形的相似性及这

些周期与日
、

月
、

地运动参数具有相关性等性质 这

些特性使我们有可能通过对单台站所记录到的突变

前兆的实时分析而对有效地震 即在本台站的激光

锁相应变仪上能以足够大的信噪比记录到发震时的

地展波的那些地展 的三要素作出预报

在实际预报中
,

我们采用极值重合法及综合前

兆模式来预报有效地震的发展时间和展中位置 利

用上述方法取得了十几次成功的预报 例 如 曾预

报 年 月 日零点前后南太平洋可能发生

级左右地震 结果 年 月 日 点

分南太平洋发生了 级地震

诚然
,

我们已经摸索出了一些方法
,

但还需要进

一步提高
, 以减少虚报

、

漏报 指值得注意的有效地

震 和误报
。

随着资料的积累
,

识别能力的增强 ,

仪

器和设备的完善
,

对地震机理认识的深化 , 那么顶拇
效果一定会更为理想 我们深信

,

对多种突变前兆

的实时分析的多台站的临震预报法是一种很有前途

的地震预报方法

吕 大 炯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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