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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卫星观测资料确定地球自转参数 的 结

果
，
用人卫多普勒短弧资料测定极点坐标的结果

，

以及用联线干涉仪测定地球自转参数方法的探 讨
�

这显示了我国对用新技术测定地球自转参数的方法

已逐步掌握并已深入讨论其中有关的问题
。

第四部

份是讨论张德勒运动中的多峰现象和由大气激发极

移量的可能性
。

从����年以来
，
该课题已吸引了我

国许多学者的注意
。

这次会议对此问题讨论得较深

入
，
提出了更完满的理论见解

。

第五部分有关天文

观测中的地球物理因素
，

其中有用天津纬度站天顶

仪的观测结果求得在纬度观测中的月潮影响
，
用��

年全球经典技术资料决定洛夫数 �等
。

会上共收到

论文��篇
，

这是一年来对这两个专业工作的全面检

阅
。

从广度来说
，

已从经典技术逐步扩大到新技术
，

从深度来说
，
已从现象的分析推向机制的探讨

�

会

议还对今后的工作进行了步 署
，
例如 ����年采 用

���
、

����年天文常数系统和 �
��� 章动理论后

，

我

国时间服务系统应作相应的改变
，
并要求对科学研

究部门提供���的弱平滑值� 呼吁对�型光电等高

仪和低纬度子午环的研究给于大力支持� 一致要求

南京大学天文系继续举办天体测量讨论班� 并决定

下届专业讨论会将于����年 �月在北京举行
，
建议

����年讨论会在上海举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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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及工作会议及学术报告会�����年 �月
，
北京�

����年 �月��日至��日
，

普及委员会在北京召

开工作会议
。

到会的��名代表中
，

有来自全国各地

方天文学会
、

天文台
、

系
、

厂
、

馆和青少年宫 �天

文部份�的代表
，

还有特邀的科学家和教授等
。

学会常务理事
、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席泽宗同志也出席了会议
。

会议特邀杨海寿
、

何香涛
、

李惕暗
、

李启斌
、

李元等同志作了学术报告
。

普及委员会委员刘学富
、

杨健
、

陈晓中也做了有关天文科普的报告� 这些报

告引起代表们的广泛兴趣
�

在这次会上普及委员会作了
“
����年 �月昆明

会议以来的工作报告
” ，

并对新的委员会聘请委员各

项筹备工作进行了介绍
。

各地方天文学会
、

天文站
、

少年宫�天文部份�等汇报了普及工作�各省
、

市青少

年天文爱好者协会交流了经验
�

普及委员会就 ����

至����年全国天文普及重点工作提出设想方案
。

大

会分大组进行讨论
�

在讨论中
，

代表们对
�
方案

》
提出补充意见

，

并

认为是较为切实可行的
，

希望早日咐诸实施
。

同时

还提出要制订普及工作的长远规划
�

鉴于哈雷彗星

在����年年底即可看到
，

代表们认为
�

在今后近二

年内
，

应抓紧迎接哈雷彗星的观测工作� 建立全国

青少年天文业余观测网�举办哈雷彗星观测训练班�

设计
、

制造适于彗星观测的短焦距
、

能跟踪照相的

天文望远镜以及复制星图等以便观测
�

代表们希望

普及委员会积极争取中国科协
、

中国天文学会的支

持
，
创造并提供设备

、

条件
，

落实经费
，
把有限的

人力
、

物力协调使用
，
发挥更大的效果

�

普及委员会在会议期间
，

开了两次委员会议
，

对代表们的建议加以归纳
，
调整了���������年工

作设想方案� 经过讨论后正式通过
。

近两年来的工

作重点是
�

�
�

举办哈雷彗星观测 �辅导员�训练班�

�
�

筹办
“

哈雷彗星介绍
”

中型展览
，

于����年第

三季度在北京
、

南京
、

上海
、

广州
、

昆明
、

武汉
、

西安和天津同时展出
，
并制成幻灯片等宣传品

�

�
�

编写介绍哈雷彗星小册子
，
����年出版

�

�
�

与中国科技史学会等举办
《
纪念徐光启逝世

���年活动
， 。

�
，

向中国科协青少年部建议
，

于 ���� 年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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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天文站
、

少年宫
、

科技馆 �夭文部份�的经验交

流观摩会
。

�
�

����年在广州召开普及委员会第四次工作

会议
‘

了
�

参加
《
地球概论

》
研究会学术活动

�

会议还请了应邀前来参加会议的华东师大地理

系金祖孟教授作
《
地球概论教学研究中的概念体会

》

的学术报告
。

会议最后一天
，
代表们参观刚修复

、

重新开放

的
《
北京古观象台

》 。

同志们对这座具有五百年以上

历史
、

名闻中外的古天文台如今已修理得金碧辉煌

感到高兴
，
对八大巨型天文铜仪保存完好

，

表示赞

赏
。

�陈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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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情报工作学术交流会�����年 �月
，
昆明�

中国天文学会图书情报委员会主持召开的第一

次图书情报学术交流会于����年 �月��日至�� 日在

昆明举行
。

全国天文界中有十五个单位的图书情报部门的

代表和科研人员代表参加了会议
。

长期从事天文学科图书情报工作的一些老 同

志
，

结合自己的工作经验
，

就书刊管理和资料交换等

问题作了系统的发言
。

与会代表联系本单位工作实

际
，

展开了热烈讨论
，

广泛地交流了经验
。

会议对学会图书情报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开

展的几项工作进行了检查
。

大家满意地看到
，
绝大

多数单位都定期编制了天文学科原版新书刊和国外

交换资料的目录
，

并进行了内部交换
。

委托许邦信
、

曹恒兴
、

蔡贤德三同志组 织
《
����

���� �� ����。
�

����
��� ������������，�第二版�一书及其 汉

、

德
、

日
、

俄
、

法索引的编辑工作已基本完成
。

委托

映西天文台调查在西安地区印刷出版天文情报刊物

的可能性的工作已于去年底完成
。

委托北京天文台

调研国内外计算机情报检索和建立数据库动态的 工

作也已完成
，
并将调研结果及北京夭文台已开始试

验工作的情况向会议作了汇报
。

会议还就图书情报队伍的建设
、

编制天文学科

期刊资料联合目录等问题进行了认真的 协 商 与 讨

论
�

与会代表认为
�

�一�目前天文界图书情报工作队伍中年青同 志

较多
，

开展馆际协作的工作势在必行
。

建议开展图

书情报工作历史较为悠久的单位能热心接待兄弟单

位的青年同志来馆学习和工作
，
或把具有丰富经验

的老同志短期借调到青年同志较多的单位就某项 具

体工作进行传
、

帮
、

带
，

以利相互切磋
，

共同提高
。

对

子缺乏天文专业基础知识的青年同志
，
希望各有关

大学能给予进修之便
。

�二�建立天文学科文献数据库的工作对科研秘

教学 日显重要
。

希望各单位予以重视
，

大力支持
。

已在试行的单位
，

望能持续下去
，

取得经验
。

尚未

开展的单位
，

建议抓紧制订计划
，
努力开创条件

，

争取早日开展这项工作
。

�三�进一步做好编制各单位天文期刊资料联合

目录的工作
。

由云南天文台图书情报室牵头
，
拟订

实施细则
，
提交各单位编制有关的馆藏目录

，
然后

归总整理
，

付印出版后再分发各单位
。

�四�为进一步做好国际交换工作起见
，
由上海

天文台图书情报室牵头编制国外资料交 换 单 位 名

录
。

各有关单位分别承担一定的编制任务
，
交上海

天文台图书情报室汇总付印出版
，
然后再分发各有

关单位
。

�五�北京天文台试刊中文
《
中国夭文学文摘

》
的

工作值得提倡
。

建议各单位热情支持北京天文台的

这项工作
。

在每期学报台刊之类出版物定稿后
，

及

时将文摘提供北京天文台
，
以利迅速汇编出版

。

建

议学会考虑组织力量
，
创造条件

，
出版

、

发行英文
《
中国天文学文摘

》 ，
以便及时向国外介绍我国天文

事业的发展动态
，
促进资料交换工作

。

�六�学会其他专业组的学术交流活动是交流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