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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

提 要

归算观测所必需的一系列参数的采用值
，

定义为一个天文常数系统
，
它应当是一个自洽的参

数序列
，
即常数间严格满足已知的理论关系

�

至今
，
国际上曾采用过三个天文常数系统

�

�
�

第一个常数系统主要是由纽康的数值组成的
，
它被采用了半个多世纪

。

�
�

��� ������天文常数系统
，
从 ����年起被引用

。

�
�

���������天文常数系统
，
称为新天文常数系统

，
已被 ����年格勒诺布尔国际天文学联

合会大会所采用
�

新系统将从 ���� 年起取代 ���� 年采用的系统
。

本文详细说明了习用的天文常数系统的变化
，
并描述了新天文常数系统的特征

。

一
、

引 言

天文常数确切地应该被称为天文一大地测量常数
。

这不仅因为天文常数在 大地 测量学

领域中有广泛的应用
，
而且相当一部分天文常数�例如地球赤道半径

、

地球扁率等等�本身就

是地球常数
。
它们准确数值的获得不仅仅用天文学的方法

，
也必需使用大地测量学的方法

。

夭体测量学的基本任务之一是根据宇宙空间实际的参考坐标系
。

这种参考系的原点和坐
�

标轴的选择随研究的问题不同而不同
。

人们可以选择观测站
、

地心
、

日心或者银河系质心作

为坐标原点
，
选择地平面

、

赤道面
、

黄道面或者银道面作为���基本平面
。

到目前为止
，
天

体测量的观测者都位于地球表面
，
因此用天文方法和大地测量方法初步确定的坐标都是地面

坐标系 ， 然后为了不同的目的
，
再实施坐标转换

，
在转换过程中就需要确切知道某些参数值

�例如地球赤道半径
、

太阳视差等�
。

凡是固定不变的参数或者只随时间作缓慢变化的参数统

称为天文常数
。

事实上
，
参考坐标系是由基本星表确定的

。
因此

，
基本星表和天文常数系统

是所有天体测量工作的基础
。

在众多的天文常数中
，
某些天文常数之向被某种物理定律联系在一起

，
它们满足一定的

数学关系�例如开普勒第三定律把太阳视差
、

地月系质量用一个数学公式联系在一匈
。

如果

对这些相互有联系的常数用各自不同的方法进行实测
，
独立地得到各 自的测定值

，
那么把这

些测定值再代入联系它们的数学关系式
，
一般情况下我们就会发现不能满足这个数学关系式

。

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显然的
，
因为各个常数值的测定方法不同

，
存在这样和那样的系统差

，

� � �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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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测定的精度也不一样
，
这就必然导致这种矛盾现象的发生

。

如果我们研究一个孤立的问

题
，
存在这种现象并不可怕

，
我们不妨采用当代最精密的测定值

，
例如在研究行星空间飞行

时
，
天文单位值就要求愈精确愈好

，
而不必顾虑它是否与其它常数相矛盾

。

但是
，
如果我们

不是研究一个孤立的间题
，
则这种矛盾就会导致假象

。

例如研究大地测量成果的平差
，
则需

要引入多个天文常数
，
当这些常数之间存在上述矛盾时

，
最后就会歪曲我们的结论

。

因此
，

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
�

不仅需要精密测定天文常数的数值
，
而且还要研究它们的数学物理

关系
，
在测量精度允许范围内调整它们的数值

，
消除彼此之间的矛盾

。

这就是所谓建立天文

常数系统的问题
。

很明显
，
强调

“
系统

”
是十分重要的

。

它着重强调一致性
�

各 已知常数之间

的所有关系必须以所采用的数字值来表示
。

当然
，
天文常数系统并不需要包括所有的天文常

数
，
它只需要包括基本的

、

常用的而且相互有牵连的那些常数
。

需要说明的是
，
一个常数的

重要性随着时间的推移是可以变化的
，

因而有些常数可以省去或者用系统中其他常数来代替
�

天文常数系统中还有几个随时间呈缓慢变化的常数
，
它们的值系指一定历元时的值

。

在不同

时期建立起来的天文常数系统中
，
常数值就不一定是当代最精确的测定值

，
而是在精确测定

基础上经过协调了的数值的总合
。
它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历算天文

、

星表和大地测量等专门领

域
，
同时也应用于天体物理学的目的�研究天体的结构和演化�

。

因此
，
基本天文常数系统的

一致性和精确度是很重要的
，
这也就是长期以来许多天文学家致力于使这些天文常数尽可能

臻于完善的原因
。

二
、

旧天文常数系统

在介绍新天文常数系统之前
，
大概地回顾一下天文常数袭用系统似乎是必要的

。

事实上

国际上统一采用的天文常数系统只有三个
。

十九世纪以前
，
由于观测不精确

，
理论不完善

，
在实际工作中并没有产生要建立天文常

数系统的问题
。
那时的天文学家

、

大地测量学家往往根据 自己的判断和工作的需要来选用自

己认为当时最佳的常数值
。

甚至出现过这样荒唐的现象
，
某一常数值是某权威专家选定的

，

其他的人就不加分析地沿用下去
。

著名的例子就是光行差常数值
，
由斯特鲁维得到�。

“ �

����，

显然这个数值比真实值要小得多
，
但是却沿用了半个世纪� 随着观测精度的提高

，
理论的进

一步完善
，
人们发现

，
如果在不同的工作中采用不同的数值

，
甚至在同一类型工作中采用不

同的数值
，
那么在综合分析资料时就会导致不确切的结论

。

为此
，
����年在巴黎举行的国际

基本恒星会议和����年举行的国际天文年历会议都一致认为应该把基本的天文常数值统一起

来
。

两次会议决定
，
统一使用美国天文学家纽康推荐的一套天文常数值

，
后来被称为纽康天

文常数系统
，
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建立的天文常数系统

。

从 ����年至 ����年一共使用

了七十多年
，
这也是现在我们所称的旧天文常数系统

。

纽康基本天文常数系统�表 ��共包括十四个天文常数值
。

纽康常数系统的价值在于
，
它们其中很多常数值都为廿世纪六十年代以前的基本星表使

用过
。

例如纽康的岁差值在几个重要的星表�例如 ��星表
、

���
、
���星表�中体现出来

。

这个系统在基本天文学的发展历史中
，
无疑地起过重要作用

，
应该给予肯定的评价

。

但是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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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符 号
�

数

����叨 的日月岁差�����
�

�历元
，
回归世纪�

�������确定的 ������ 岁差常数�回归世纪�

黄经总岁差�����
�

�历元
，
回归世纪�

章动常数

光行差常数

黄赤交角�����
�

�历元�

太阳视差

地球扁球的赤道半径

在赤道上的重力加速度

月行差系数

地球扁球外部水准面的扁率

地球扁球的动力学扁率

重力公式的系数 尽

重力公式的系数 凡

����即
�

��

����护
�

��

����即
�

��

�即
�

���

��护
�

��

��
�

��
，
��即

�

��

�沙
�

��

�������
�

��米

���
�

���厘米�秒
盆

�即
�

���

�����
�

�

�
�

�������

�
�

�������

��� ��一
�

脚���
�场响入�����月几

个系统有明显的缺陷也是不必讳言的
。

它的缺陷在两个方面
�

��� 数值确定得不精确
，
特别

是当用现代技术去检验时
，
这种缺陷更是一 目了然 � ���采用的数值内部不一致

，
而且与现

代的测定值有颇大的差异
。

因此
，
从本世纪姗年代开始

，
研究完善天文常数系统的问题就自然提到 日程上来

。

荷兰

学者德
·

西特首先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

他指出
�

�
�

纽康常数系统内部不一致
。

��� 回归年长度
、

恒星年长度
、

行星公转周期与赤经方向

的岁差值不一致 ， ���在纽康的星历表中
，
四个行星的星历所采用的地球质量相应于太阳视

差值是�
“ �

��
，
而布朗月亮表所采用的太阳视差值为�

“ �

�����
，
即两种星历表所采用的太阳视

差值不一致 � ���太阳视差值
、

光行差常数值的乘积应该与光速值
、

地球赤道半径
、

地球轨

道偏心率
、

太阳平均角速度有理论关系
，
然而把这些采用值带进公式时

，
不能满足这种关系

。

也就是说相互间有矛盾 � ��� 太阳表和月亮表中采用的地月质量比不同
。

�
�

纽康的常数值跟不上近代天文学的发展
。

半个世纪以来天文学无论是理论方面还是仪

器技术方面都有了飞跃的发展
，
揭示出纽康常数值的缺陷是很自然的

。

如纽康常数系统没有

考虑相对论效应
。

又如本世纪册年代实测发现了地球 自转速率不均匀
，
这就使得过去星历表

中的一些经验项找到了确切的原因而不需要继续保留它们
。

地球 自转不均匀的研究结果导致

必须对星历表中自变量时间 �给出新定义
。

这就是众所周知的世界时向历书时的过渡
。

再如

纽康岁差常数值没有考虑银河系自转的效应等等
。

德
·

西特指出的这些矛盾后来被称为纽康

天文常数系统中的
“
德

·

西特矛盾
” 。

德
·

西特还进一步致力于建立一个新的天文常数系统
。

但是很遗憾
，
他没有来得及完成这一工作就去世了

。

他的学生布劳尔继续了他的工作并予以

完成
。

布劳尔建立了一个严格一致的天文常数系统�时间计量除外�
，
我们称它为德

·

西特一

布劳尔系统
。

这个系统包括 初 个天文常数
，

在这些常数中甚至包括了从地理纬度归算到地心

纬度的 沪
‘ 一 沪

，
地球 自转角速度和行星岁差等

。

嗣后
，
美国海军夭文台的克莱门斯

一

也展开了天文常数系统的细致研究工作
。

他提出了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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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天文常数的准则
，
详细地讨论了关于时间计量间题

，
并且首先提出了引用历书时的新思想

�或者正如他自己称为的牛顿时�
。

克莱门斯建立了一个包括廿八个常数的新天文常数系统
，

还详细研究了如何从纽康系统过渡到新系统的方案
。

����年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在巴黎组织了一次天文常数的专门会论
，
对纽康系统进行了详

细的评访
。

大家都赞尝德
·

西特一布劳尔系统和克莱门斯系统
，
但是由于天文常数值的改变

往往牵涉到重新处理好几个世纪以来繁多的资料
，
工作量大得惊人

，
尽管要更改纽康系统的

意见是一致的
，
但当时认为还有一些重要的常数尚缺乏完善的研究

，
实际过渡的时机还不成

熟
，
因此这次会议仅仅通过了加强天文常数系统理论和常数的测定等方面研究

，
创造有利条

件以建立新的系统的决议
。

三
、
����年 ��� 天文常数系统

����年 ���再次召开了天文常数和大地测量常数的会议
，
参加这次会议的还有宇宙空间

研究的专家
。

这次会议在各国天文学家进行了大量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
深入地讨论了天文常

数的理论和新测定结果的问题
。

会议最后决定成立一个专门工作组
，
要求该组在讨论所确定

的原则基础上
，
提出一个新的天文常数系统

。
����年 �月在英国格林尼治天文台召开了专门

工作组的会议
，
提出了一个新系统

，
并推荐给 ����年 ��� 第十二届大会

。

大会接受了这个

系统
，
称为 ����年 ��� 天文常数系统

，
并于 ����年开始废除纽康系统

，
采用这个新的天文

常数系统�表 ��
。

这个系统包括 �� 个天文常数和一组大行星的质量采用值
。

在这个系统中把天文常数划分

为三类
�
定义常数

、

初始常数和导出常数
。

第一类
�
定义常数

。

共有两个
�
一是回归年所包含的历书时秒数 ， 一是高斯引力常数

。

这两个常数虽然过去也是由实际观测和实验得到的
，
不过一旦把它选定以后

，
便不再改变

。

即使这个数值尚有应该被修正之处
，
也宁愿去修正其它有关的常数来与它协调

，
而硬性地把

它永远保持下去
。

第二类
�
初始常数

。

共有 �� 个�见表 ��
，
它们是由观测实践得到的最佳值

。

其中三个是与地球有关的常数
，
它们是地球赤道半径 �。 ，

地球形状的力学系数�
�
和地心

引力常数
。

它们都是由大地测量和重力测量的观测数据和测量资料得到的
。

地球赤道半径是

指旋转椭球体的赤道半径
，
旋转椭球面近似于大地水准面

，
根据雷达测定地月距的结果采用

了取整到 �� 米的数值
。

�

表征地球扁率的带谐系数 ��被选定为初始常数
。

它通过地球惯性距

�与 �
，
地球质量 �

。
和地球赤道半径 �。

表示为 ��� �一 �

����，

它与��� ��
�

�委员会 ����年的采用值一致
。
��和地心引力常数 �� 都是通过重力测量和人

造卫 星大地测量得到的
。

根据近代物理实验的结果
，
光速采用值同国际大地测量与地球物理协会 ������所批准

的值一致
。

天文单位是采用雷达对金星测距的结果
。

月亮的质量是根据 �
�

���
� ���� 年重

新分析了爱神星的观测
�

资料
，
在采用太阳视差 二。 和月行差常数的新值以后间接得到的

，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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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年 ��� 天文常数系统
������������曰���

抽 常 数 名 称 符 号 采 用 值

回归年������的历书时秒数

高斯弓�力常数

��������
�

����

�二似������的�

天文单位

光速

地球赤道半径

地球力学形状因子

地心引力常数

地月质量比

月球平均恒星运动

黄经总岁差������

黄赤交角������

章动常数

�一� 定 义常数

夕

丸

�二�和
，始 常数

�

�

� �

�
�

�召

��砰

� 人�

�

已

�

������� ���米

������
�

�� ��
几

米�秒

�������米

�
�

�������

������� ��
，
米

�

�秒
�

��
�

��

�
�

���������� ��
一 ‘
弧度�沙

����即 ���短世纪�

��
�

��
‘
��

降
�

��

�
，
���

几�咬一月勺丹�目了��︸���一，曰

�二��刁�

太阳视差

天文单位的光行时

光行差常数

地球扁率

日心引力常数

日地质量 比

日与地月系质量比

受摄月球平均距离

月球视差正弦常数

月行差常数

月角差常数

行星质量系统�行星质量倒数��

水 星 �������

金 星 ������

地月系 ������

火 星 �������

木 星 ��连�
�

���

�三�导出常数

劣 。 一 ��������
。

���

勺二���

允

�

��

���������

������终�

� 仗

�
����万 �

��

�《

�尸
�

�����

���
�

���秒

��
甲

�

����

�����
�

��

������又 ��
��

米
�

�秒

������

������

���选�����
�

米

����
即

�

���

�
护

�

�����

���甲 ���

������������������������

土 星

天王星

海王星

冥王星

斌里月亮质量以地球质量为单位来表示
，
而地球质量包括了大气质量在内

。
月亮相对于恒星

的平均角速度 � 《 � 与利用改 良月历表得到的分至月的平均角速在扣去黄经点岁差变化以后是

一致的
。

决定赤道与黄道相对位置的三个初始常数
�
黄经长期总岁差

、

黄赤交角
、

章动常数均未

作改变
。

尽管纽康的岁差常数已经得到很好的改正量
，
但是岁差常数的不准确会歪曲恒星自

行
，
它的改变要对所有恒星自行重新处理

，
就会带来大量的工作量

，
因此倒不如现在暂时保

留纽康的数值
，
一直到将其改正量确定得有足够把握时一次把它过渡过来

。

至于章动常数则

因为观测得到的值通常都比计算值小
，
主要是由于地球模型与真实地球有差异

，
因此在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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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地球模型以后才能重新审定章动常数值
。

第三类是导出常数 ， 有 �� 个
。
它们是在初始常数选定以后

，
由相应的数学关系式推导击

来的
。

如果推导出来的结果与观测值符合得很好
，
则认为问题已经解决

。

如果符合得不好
，

则引用补充资料
、

或者暂时把问题搁置起来待以后解决
。

太阳视差根据天文单位 � 和地球赤道半径
�。

导出
� 二。 ” �������几���

。
天文单位的光行

时根据光速
� 和天文单位�导出

�

勺 ����
。

光行差常数
�
根据光行时勺 和高斯引力常数 无

导出
，
砂 二�声声

‘ 。

其中 丫 ��������
� �� 一一竺些塑亘—�

‘

��一 ���
��� 这里 ��

称为光行差常数 的辅 助

系数
，
在本系统中它等于 �

�

������
。

地球扁率是根据人造卫星观测得到的
，
并和有关的常数一

致
。

日心引力常数��二���气 日地质量比为�����
。

太阳与地月系质量比是�邝��
�幻

，

甘南
，， 。

�

。 ， 。 二 二、 。 ，，，佑 。 二�
， � 。 「����� 件�刁’�“

� 、 。 甘 。 � 。 �二�其中 “ 是月亮质量
。

受摄月亮的平均距离 “
一��

�
�

兴翁兰」
，
其中 �，

是月亮平均距离

的辅助系数
，

为 �� ���‘ “ ，

它在本系统中为 。
�

���������
。

月亮视差正弦常数 ���二 。 �����
《 ，
以角秒表示

其中��一������
，， �

�����
。

月行差常数 �。
是 �。 拼

�� 拜

口江

�
导出

。

月角差常数

�《 � �� �一 拜

�� 拼 令
，
其中 �
提月角差系数

，
来自于布朗理论

，
在本系统中取为 ‘����

“ ·

�
。

这个常数系统中还给出了一组行星质量
，
这些行星质量均包括它们各自的卫星和大气质

量在内
，
它们仍然是纽康的采用值

，
暂时未作改变

，
所以它们与其它的常数值的不一致并末

根本克服
。

例如地月系质量对太阳质量比的数值就与行星质量不一致
。

岁差
、

章动常数
、

黄

赤交角未作改变
，
也说明这个常数系统不能认为是完善的

，
只能看作是一个过渡性的系统

。

但是这个常数系统是经过全世界各种天文机构中很多学者的辛勤劳动建立起来的
，
它比之于

旧系统有了很大改善
，
可以满足当时的需要

，
所以 ����年在汉堡举行的国际天文学 联合会

第 �� 届大会通过了这个系统
，
并决定于 ����年开始各国同时采用

。

现在我们使用的正是这

个系统
，
它将被使用到 ����年为止

。

四
、
��了�年 ��� 天文常数系统

���。年在海德堡再次举行天文常数会议
，
经过广泛讨论成立了三个工作组

�
��� 岁差常

数组 ， ���行星星历表组 ， ���时标单位组
。

这些工作组的活动曾于��了�年向在新德里召开

的第 �� 届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大会报告过
，
工作组主要成员于 ����年 �� 月在华盛顿

，
����年

��月在格林尼治天文台
，����年 �月又在华盛顿举行了三次小型讨论会

，
结果是拟定了关于岁

差
、

行星历表和时标单位的综合报告
，
并向 ����年在法国格勒诺布尔召开的国际天文学联合

会第��届大会报告过
。

这些报告归纳为六方面的建议
�

���提出了一个新天文常数系统���了���

���规定了新的标准历元和春分点
。

新标准历元取为公元 ��� 年 �月 ��
�

�，���关于基本坐标

系的问题 ， �幻 视位置计算和观测归算的问题 ， ���对于动力理论和星历表的时标间题 ，���

对于星历表的计算所必需的其它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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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年�天文常数系统

��
�

常 数 名 称 符 号 采 用 值

高斯引力常数

光速

天文单位的光行时

地球赤道半径

�一�定 义常数

�

�二�初始常数

�

勺
� �

�
�

�����������

����������士�
�

��米�秒
选��

�

�������士�� ��
一�
�秒

�������士��米

〔���� 值� � �

二�������米〕
�

�

���������土�� ��一�
�

�

����������
‘
�士������米

忍

�秒
，

�
�

������一���士����
一�‘
�米

�

�千克
·

秒
�

�
�

���������土�� ��一�

����
即

�

�����士�
分

�

���

��
”
��

‘
��尸

·

����士�二���

�甲
�

����

���

几曲�
����地球动力学形状系数

地心引力常数

引力常数

地月系质量比

标准历元 �����
�

� 黄经总岁差

标准历元�����
�

� 黄赤交角

标准历元�����
�

� 章动常数

一��

口了��

�八“
︸月几

�二�几

�三�导出常数

距离单位 ���了， �
�

��������� �����士�� ��
�

�米

太阳视差 沉 。 一 ��������
。

��� �甲
�

�������士�又 ��一�

标准历元 ������
�

� 光行差常数 ‘ ��甲
�

������土�� ��
一‘
�

地球扁率 � �
�

��������二�����
�

����士����，�
日心引力常数 ��二�含无，

��
， �

�

��������� ��，��士����
�，
�米

吕

�秒
�

日地质量比 ���二����� ������
�

��士�
�

��

日与地月系质量比 ���������醉� ������
�

��士�
，

��

太阳质量 �二���� �
�

����� ��
吕。
�士�

�

�����，�千克

行星质量系统

水 星 ��������士����� 土 星 ����
�

����

金 星 ������
�

��士�
�

�� 天王星 ������土����

地月系 ������
�

��士�
�

�� 海王星 ������士���

火 星 ��������士��� 冥王星 ��������士�
�

�� ����

木 星 ����
�

����士�
�

����

建议在编制新历 书时采用以 下数位

招����������������

小行星的质量�以太阳质量为单位�

谷神星 �
�

�� ��一
��

智神星 �
�

����一��

灶神星 �
�

�� ��一�
�

卫星的质量�卫星�行星质量�

木卫一 �
�

��� ��一‘

木卫二 �
�

��� ��一
�

土卫六 �
�

��� ���’

赤道半径�公里�

水 星 ����

金 星 ����

火 星 ����
�

�

木 星 �����

土 星 �����

木卫三

木卫四

海卫一

�
�

�凌� ��一

�
�

�� ��一‘

����一舀

天王星

海王星

冥王星

�����
�����

��的
����

�������

球阳月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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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行星引力场

行 星 �� �
�

地 球 ��
�

�������� 一�
�

���� ��一�

火 星 ��
�

������ ��
�

��� ��一 ‘

木 星 ��
�

�����

土 星 ��
�

�����

天王星 ��
�

���

梅王星 ��
�

���

�火星
� ���

二一�
�

������
，
�
��
���

�

������
，
�

。 �
���

�

�������

月球引力场
，一��一������

�

������� ����
�
��

�

���

月二��一������
�

������� ������
即

�

�二�
”
��‘��甲

�

�

�
��
�一�

�

������� �
��� 一�

�

������

�
��
���

�

������� ���
二 ��

�

������

���二��
�

������ �
��
���

�

�������

�
。 �
一��

�

������� ��，
二��

�

�������

�。 �
二一�

�

������

��

一�
�

���� ��一，

一�
�

��� ��一娜

一�
�

��� ��一

注
�

此表引自参考文献【 �〕

����年 ��� 新天文常数系统
，
对天文的长度

、

质量和时间单位
，

给出了与国际单位制 �� 系

统的米
、

千克和秒以明确的关系
。

新系统共包括 �� 个天文常数和一组行星质量采用值
，
以及

编制历书中应用的其他一些量的建议采用值�表 ��
。

在 ����年系统中
，
只保留了一个定义常数即高斯引力常数

，
其数值与 ����年系统一样

，

投有作任何改变
，
即无仍然采用 ��� 在 ����年正式通过的那个数值

。

由于从 ����年来采用

原子时作为动力学研究的时标
，
所以历书时的秒数已无必要再保留在天文常数系统之中

。

初始常数共 �� 个
，
其中 �个在 ����年系统中也是初始常数

，
这一次给出了较以前更精

确的数值
。

在 ����年系统中作为导出常数的天文单位的光行时现在被取为初始常数
，

相反把

天文单位� 由初始常数变为导出常数
。

另外增加引力常数为初始常数而取消月亮相对于恒星

的平均角速度
。

在初始常数中
，
光速值是第十五届计量大会������上推荐的值

，
即使将来有可能重新定

义
“
米

” ，
这个数值也仍将保持不变

。

天文单位光行时的值是由雷达测定的行星距离得到的
，

它的倒数 ��二
，
等于以每秒天文单位长度表示的光速

。

地球
、

赤道半径指的是一个近似于大地

水准面的旋转椭球体的赤道半径
，
其数值是���第十六届大会������所推荐的值

，
括号内为

����推荐的 ����年测地参考系的值
，

这两个数值差 �米
。

地球力学形状系数指的是文献 〔��

所定义的地球引力位公式中的第二阶带谐系数
，
表列数值为 ���� 年测地参考系中的数值

。

地

心引力常数适用于单位是米和秒的地心轨道
，
�为地球质量�包括大气�

。

引力常数值是����

年物理常数 ������ 系统中所给出的值
。

地月系质量比是以最近月球和行星空间飞行 器所

得到的数值为基础
， 拜的倒数近似为 ��

�

����
。

表列岁差常数值是根据对纽康 日月岁差改正值

的最近测定以及根据新的行星质量而导出的新的行星岁差值推算得到的
，
这是自����年采用

纽康黄经总岁差值以来的第一次改变
，
它将对基础天文学产生深远的影响

，
黄赤经交角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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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历元 ���。 年的值
，
采用新的行星质量计算它的长期项而得到的

。

文献��〕给出了新的求

任一历元交角的公式
。

导出常数是根据定义常数和初始常数的数值计算出来的
。
在 ���������系统中共有 �个

导出常数
，
其中 �个仍然是 ����年系统中的导出常数

。

天文单位与光行时互换以后进入导出

常数的行列
。

另外增加了太阳质量这一常数
。

而在 ����年系统中的月亮平均距离
、

月亮视差

正弦常数
、

月行差常数和月角差常数等四个导出常数
，
在 ����年系统中已经取消了

。

��了�年系统中的行星质量较之以前增加了它们的有效位数
，
这是根据飞向月亮和行星的

宇宙装置观测得到的新成果
。

新系统中天文学的时间单位�日长�不再以地球自转来定义
，
也不再以地球的公转运动来

定义
，
而取用国际单位制����秒的整倍数来定义

，
即 �夭二�����秒

。

由于 �� 秒是由艳原子

���在零场跃迁时辐射的周期数定义的
，
因此新的历书中所用的时间尺度将同原子时联系在一

起
。

这样
，
天文学中的时间单位便同其他学科领域里的时间单位相一致

。

新的标准历元为 �����
�

�，
它比纽康行星理论的基本历元相对应的 ����年 �月 �

�

�日延

后整整一个儒略世纪
。

新标准历元以动力学时表示
，
不以世界时来表示

。

对于精确的行星和月

球理论
，
新标准历元以质心力学时 ���来表示

。

����年 ��� 天文常数系统已为国际天文学联合会所接受
，
它们 将 于 ����年 起 正 式 起

用
，
与此同时

，
基本星表 ���系统也过渡到 ���系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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