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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恒 星 核 合 成

”
会 议

银河系中有从氢到铀肚种元素
。

这些元素何时

形成和怎样形成的问题
，
是宇宙物理学中极为重要

的课题之一
。

因为元素起源是宇宙
、

星系和恒星等

各种演化的总体反映
�

一定质量的恒星演化到最后

阶段
，

由于超新星爆发将值星内合成的重元素抛射

到星际空间
，
问题是不同质量的恒星各自合成那些

重元素�爆发过程中抛射的速率如何� 这些应该首

先理解
，
但尚未解决的问题很多

。

����年�月��日至�� 日在意大利西西里岛的爱

里斯古镇举行了
“

恒星核合成
”
学术会议

。

��个国家

的��名天文
、

物理工作者出席了这一会议
�

我国有

两人参加�中国科技大学程福臻和笔者�
。

会议报告

分两类
�

综述评论和研究工作报告
。

讨论的课题可

归纳如下
�

银河系化学组成和演化
，

银河星族��超

大质量星�
，

大质量星的演化
，

行星状星云
，

�型超

新星爆发
，

�型超新星爆发
，
超新星遗迹

，

中子星
�

中等质量星的演化和核反应等
�

笔者报告了关于超

新星遗迹分布的研究
�

会议讨论最多的是超新星爆发的有关课题
，
它

涉及到物理和天文许多课题
，
特别是 �型超新星爆

发和它的前身星等问题
。

这类超新星的突出特点是

光变曲线拖着一条很长的呈指数衰减的尾巴
，
一般

延迟到数月之久
�

同时几乎全部 �型超新星具有相

同的光度曲线和光谱
，
这种同一性可认为这类天体

具有相同的物理条件
，
会议认为 �型超新星的光变

曲线呈现的指数衰变是由于放射性的衰变
，
它通过

氦星核或碳和氧星核的爆燃形成
����

，

经几天衰变

为
” �

��
， “ �

��经过�� 多天衰变为
“
��。 。

专长于恒星

演化的伊本������提出了另外一种模型
，
他认为可

用共壳层的碳和氧的双星来克服目前已有模型存在

的困难
。

应特别提到会议上许多年青科学家思想活跃
，

勇于探讨和论证各种问题
，
同时又虚心向老年和 中

年科学家请教
。

会议广泛交流了各国的研究工作
，

将大大促进对恒星核合成和恒星演化的研究
。

会议

文集将较快出版问世
�

�李宗伟�

‘
������� ��������� �� ����” �������

�������
一��主�

第二次地球自转国际联测工作会议

����年�月��日一��日在英国格林尼治天文 台

召开了第二次地球自转国际联测工作会议
，

共有来

自��个国家的��位代表参加
。

会议对����年�月至

����年��月主联测期间各类观测技术的观测方式
，

资料传送进行了协调
。

整个议程分为三个单元
，
第

一单元是各类技术的现状报告
，
第二单元是按各类

技术分组对归算细则和资料传送等进行 仔 细 的 讨

论
，

第三单元为各小组将讨论情况向大会作汇报
，

并讨论了简报的出版以及下次会议的时间
、

地点和

内容
。

光学天体测量是涉及到国家和台站最多的一

种技术
，
虽然它已有五十年的国际合作历史

，
但是

其精度受到了观测方式的限制
，
该小组向世界各 台

站提出的要求是
�

在主联测期间
，

各架仪器的观测

结果在确定地球自转参数时权重不要为零
。

多普勒

技术的第二次�����试验将在����年 �月一��月

进行
，
����年 �月一���� 年 �月将作为观测准备阶

段
，
观测对象仍然为两颗子午卫星

，
全球将有��一

��个台站参加
，
并尽量与 ����

、
��� 台站进行 并

置观测
。

在主联测期间
，
不但要用该技术确定地球

自转参数
，
并要求得各台站的地心坐标

。

激光测卫

方面
�
主联测期间

，

全球将有��个台站具有第二代

或第三代激光测距仪
，
观 测 对象 仅 为 ������和

���������
，

计算中地球重 场模 式 将 采 用���
�

��
，

为了增加并置台站
，

流动激光测 距 仪 �����

�
，
����一�将定期到某些具有甚长基线干涉仪的台

站进行观测
。

激光测月技术在主联测期间将有很大

突破
，

预计将有美国的麦 纳天文台
，

夏威夷的

��加����
�，

澳大利亚的 ���� �� 站
，

法国的地球



��� 天 文 学 进 展 �卷

动力学中心和苏联的克里米亚天文台参加观测
，

其

中法国地球动力学中心从����年 �月已开始正规观

测
，

打破了自七十年以来全球仅一个台站进行常规

测月工作的局面
，
该技术将独立地解算三个地球自

转参数
。

长基线干涉技术方面
�

北极星 计 划 中的

��������台站将在今年�月份正式投入工作
，

三个

台站每星期观测一次以确定地球自转参数
，

有时也

与端典的翁萨拉
，

西班牙的马德里
，

日本的 �������

进行联测
。

另一个进行经常测定地球自转参数的
，

是美国喷气推进实验室的 �����计划
，
两个计划

所得到的结果已在 ���年报上刊出
。

美国海年天文

台的��公里联线干涉仪也将参加主联测
。

会议上公

布了联测规范的第三次草案
，
广泛地征求意见

，
并

在主联测前正式出版作为联测时的归算准则
�

主联测期间
，
除了激光测月有很大突破外

，

对

于并置观测也给于了很大的重视
，
以求出各种技术

所对应的地面坐标系之间的关系
，
以及不同天球和

地面坐标系所确定地球自转参数上的差别
。

会议再

三强调要克服周末效应
�

美国史密松天文台长 ���������向大会发出了

邀请
，

建议主联测后的总结会议在美国麻省坎布里

奇召开
，

经联测工作组研究
，
����年 �月的第三次

�����会议将在坎布里奇或俄亥俄州的哥伦布 召

开
，

以便向��届 ���大会提出今后地球自转参数服

务的新形式的建议和科学技术的总结报告
�

�金文敬�

������ ����� ��������

���� �
��一�����

正在考虑中的国际天文学联合会专题和学术讨论会
�������� ����� ������������� �� ��� ����������

����卿���

名 称 开 会 时 间 开 会 地 点

借星和太阳系其它天体
动力学演化与相互关系

基本恒星量定标

含有过量重元素的冷星

经度零点

紫外和 � 射线光谱学

星系中亮星和星协

天体测量双星

����年 �月

����年春或初夏

����年 �月 ���、 ��日��
����年 �月

����年

����年 �月、 ��月
����年

����年��月

����年 �月

����年

����年��月

����年

����年
����年

����年��月

意大利
，
罗马

联 系 人

�
�

�������意�

意大利

法国
，

英国
，

华盛顿

希腊

西德
，

斯特拉斯堡

格林尼治

班贝格

恒星视向速度

宇宙大尺度结构演化

类星体

缺氢恒星及有关天体

恒星辐射流体动力学

恒星形成区

脉冲星 ��或����

小型望远镜的仪器设备

和研究项目

哈雷星彗

局部星际介质

造父变星
�

观测和理论

大质量星
、

星协
、

星系

��� 专题讨论会物
�

���
《
天体测量技术

》

美国
，
纽约州

斯克内克塔迪

匈亚利

印度
，
迈索尔

印度
，

班加罗尔

印度

日本
，
东京

�
�

�
�

������ �加拿大�

�
�

��������法国�

�
�

���������丹麦�

�
�

��������美国�

�
�

�
�

������美国�

�
�

���� 和 ������ ������
���。

�西德�

�
�

�
�

����� �������美国�

新西兰
，

克赖斯特彻奇

英国
，

伦敦

美国
，

麦迪逊

加拿大
，

多伦多

�
�

��������法国�

�
�

�������印度�

�
�

����

洲
����印度�

�
�

���������� �瑞典�

�
�

����� �日本�

�
�

�������美国�

�
�

��������� �新西兰�

����年

����年 �月 �一�日

����年�月

����年
����年 �月 �一��日 美国

，
佛罗里达州

�����������

�
�

�
�

���� �英国�

�
�

����� �美国�

�
�

�������加拿大�

�
�

�� ������比利时�

�
�

���������美国�

�蔡永明 谢应纯���
������

一

����
，
��� ���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