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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哈 雷 彗 星 联 测

为了对哈雷彗星 ����年的这次回归进行观测
，

在世界范围内组织了一个国际性的专业天文学家与

业余天文爱好者的观测网
，

名为国际哈雷彗星联测

���
，

其领导中心分设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帕萨迪

纳的喷气推进实验室 �����与西德班贝格的����加

名��一�����改�大学
，

分别由��� ����世
� 与�业

�

��� ����博士负责
。

��� 的宗旨是在鼓励并支持研究哈雷彗 星 的

任何科学上有效的方法
，

并把全球范围内的专业与

业余爱好天文学家组织起来
，

协调他们的基于地面

的哈雷观测
，

并且也协调高空气球
，
探测火箭

，

高

空飞机
，
地球轨道器的哈雷观测以及空间飞行器飞

近彗星的考察
，

最后汇集并归档所有观测到的数据

资料
，
编辑出版哈雷彗星观测结果的归档案卷���

�

��������������对单颗彗星从未出版过这样庞大的

资料集�供研究者使用
。

���的设想最初是由����� ������� 在 ���

工作时于 ����年夏季向 ����提出的
，

以后由���

进行酝酿
。

����年 �月 �� 日在希腊巴达拉斯 第 ��

届 ���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如下的决议
�

��� 指出
�

为了组织并调度在哈雷彗星����年

经过近 日点整个过程中基于地面的哈雷观测
，

以及

为了使这些地面观测同空间考察相协调
，
已制定了

一个国际性的方案—国际哈雷彗星联测 �����
�

��� 希望
�

避免在国际范围内的重复尝试并鼓

励参与这个方案
。

‘

��� 承认
� ��� 是作为哈雷彗星观测的 国 际

伺的协调机构
�

��� 把专业天文学家们分别组织在如下�个学

科观测网内
，
并推定了负责人

�

���天体测量学
�

提供计算彗星精确轨道与历

表所需要的数据
，
以及提供彗核动力学模拟以解释

彗星运动中的非引力效应
。

主负责人是 ���的 ���

��� ������� 博士
。

���红外分光与辐射测量
�
研究彗星释出尘埃

粒子的温度与能量平衡
，

以及它们的大小与组成物
，

还可能鉴定彗发的气体组成物
。

主负责人是纽约州

大学的����� ������博士
。

��� 大尺度现象研究
�
应用广角照相研究彗尾

。

主负责人是 ����哥达德空间飞行中心的���� �
。

������博士
。

���近核研究
�

应用照相与电子成象技术研究

自转率
，
活动区域

，

表面结构以及彗星的一般活动

性
�

主负责人是班贝格 的 �������
一

��������大学
������天文台台长 ������ ����博士

。

��� 测光与偏振测量
�

研究彗发挥发物与非挥

发物的分布与丰富度
，
以及对它们起作用的物理机

制
。

主负责人是马里兰大学的��������’ �����博

士
。

��� 射电研究
�

研究彗发
、

彗核与彗尾的运动

学与化学组成以及等离子体
�

主负责人是麻省大学

的 ������� �����。 博士
。

��� 分光与分光光度测量
�

研究彗核
、

彗发与

彗尾的物理状态和组成物的分布与丰富度
�

主负责

人是亚利桑纳州 大 学 的 ����� �������与 �����

�
�������博士

�

��� 组织业余天文爱好者观测网的 目 的 是利

用业余爱好者所获得的有意义的数据来补充专业网

的数据
，

因有些数据是由于专业网的地理位置
、

气侯

条件
、

仪器时间的安排等原因而缺少的
。

这样可以

获得哈雷彗星这次回归的一个完整的记载
。

业余天

文爱好者将进行目视观测
、

照相观测
、

分光观 测
、

光电测光以及观测流星
。

观测网由 ��� 帕萨迪纳

领导中心作整体协调
。

���汇集储存各种信息资料
，

最后编辑 出版

������ ��������
。

有些不能以书本形式表示 的 如

定量成象数据与某些谱线等
，

将录在显象带上
�

预

期将在 ����年正式出版
�



�期 研 究 消 息 ���

参 考 文 献
��������了��几�

，
���

�

��
，
��

�

��
，
���

�

����
，

���拐
�

���
�

������

��
�

�

��〕 ����

��
�

�

������������������� �
����

，
����������

������������������� �����
，
����������

�沈祖耀�

������������������� �
����

������ ��一����

红外天文卫星第一红外星表

����年 �月�� 日发射的红外天文卫星
，

现工作

良好
。

预期其使用期限达十一个月
，
约百分之六十

的时间将用于整个红外天空的巡天
。

红外天文卫星工作组计划在它飞行任务结束后

发表一份完整的红外巡天表
。

在此以前将每两三个

星期公布一次通知
。

这里刊登它的第一表
�

红外源名称系初步的
，

名称中的字母 � 即代表

�����������
，
�� 代表第一号通知

�

位置所用 历 元

是 ����
�

�
，
所有结果均是在 ����

�

�至 ����
�

�期间

测出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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