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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天文学会学术讨论会�序号���
�

光学望远镜附属仪器学术讨论会�����年�� 月
，
上海�

由中国夭文学会天文仪器专业委员 会 主 持 的
‘
光学望远镜的附属仪器

》
学术讨论会于一九八三年

十一月上旬在上海举行
。

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八个单

位的四十余位代表
。

上海天文台台长叶叔华到会向

代表们讲了话
，
她鼓励从事天文仪器研究的同志团

结一致
，
努力工作

，
为发展我国天文 科 学多作 贡

献
。

鉴于六十年代以来天文科学的飞速发展
，
它向

天文仪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

一方面要求更大口径

的望远镜
，
另一方面它要求有更好更合用的附属仪

器
。

而集成电路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又使后者有 了

可靠的基础
�

目前不仅大型望远镜 的拥有者关心附

属仪器的研制
，
中

、

小型仪器的拥有者也努力在他

们的附属仪器上下功夫
，
努力用中

、

小型仪器去作

第一流的工作
�

在国内几个主要天文单位已经开始

适应这一潮流
，
组织了一定的力量从事这方面的研

究
�

到目前为止
，
已取得了一定成果

。

这次会议就

是在这一背景下召开的
，
希望通过这次专业性很强

的学术讨论会对我国这一领域的发展有所促进
�

会上共宣读了��篇论文和工作报告
。

这些报告

表明
，
微型计算机已较普遍地用于光学望远镜的附

属仪器
。

如它们将用于上海天文台的 �
�

��米反光望

远镜和第二代人卫激光测距仪的控制上 � 同时
，
在

北京天文台
、

云南天文台和上海天文 台已将它们用

于测光数据的采集和数据的处理上
。

有些报告表明

固态成像器件的研制在国内已取得初步结果
。

在会

上
，
云南天文台和紫金山夭文台介绍 了他们合作研

制的���系统� 北京天文台的同志则介绍了在自扫

描硅光二极管系统用于恒星光谱记录所 取得的初步

结果� 有一些报告则介绍了利用光学
、

电子学以及

机械的巧妙配合
，
在提取天体某一特定物理参数上

所得到的一些结果
，
如北京夭文台和南京天文仪器

厂在合作研制太阳磁场望远镜上所取得的结果 � 另

有一些报告则分别介绍了利用新的技术和新的装置

在改进仪器性能
、

改善观测条件方面所取得 的成功

经验
。

这些报告
、

讨论以及会后的情况交流
，
使得

这次会议实现了原定的目标
。

会议还邀请了四位同志在光学望远镜的附属 仪

器发展新动向方面作了综述报告
，
尤其是有两 位同

志分别就分光仪器和���器件在天文学上的应用作

了详细介绍
，
提出了今后发展的看法

，
给与会者很

大启发
�

�胡景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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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天文学联合会第四十一专业委员会动态

国际天文学联合会于 ����年 �月在希腊帕特拉

斯举行了第十八次大会
，
会上选出了第四十一专业

委员会 ����一����年度新成员
，
其中有中国的陈遵

妨
、

赵却民和席泽宗
。

该 专业委员会现有 ��� 名成

员
，

是国际天文学联合会中最大的专业委员会之一
。

本届主席是丹麦阿胡斯大学科学史系的奥拉夫
·

佩

德森博士���
�

���� ���������
，

副主席是美国国家

大气研究中心高空观测站的 �
�

�
�

埃迪博士 ���
�

��

�
�

�����
�

会议回顾了第四十一委员会上一年度的工作情



�期 学 术 会 议 活 动 ��

况
，
检查了现在正在进行的工作

，

并提出了一些新

的项目
。

前任主席
，
英国剑桥大学丘吉尔学院的迈

克尔
·

�
�

霍斯金博士 ���
�

��������
�

�������作

���了������尔度工作报告
。

一
、

��” �����专业委员会工作报告摘要
家斯金在报告中说

�

蒙特利尔大会产生的第四

十一专业委员会有 �� 名正式委员 和 ��名 通 信 委

员
。

其最有价值的活动是倡导和组织不断发展的研

究项 目和主办专题会议
�

在组织上一项有意义的发

展是关国天文学会组建了天文史分部
。

这是天文学

家与史学家之间卓有成效的交流的又一标志
。

《
天文学通史

》
是由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和国际科

学史
、

科学哲学联合会联合建议
，

由剑桥大学出版

的
。

它是世界各地的天文学史家共同努力的结果
。

哎
天文学通史

》
定为四卷本

。

预计第一册将在 ����年

初付印
，
此后每年将出版两册以上

。

�
�

�
�

豪斯 ��
，

� ������主编的
《
格林尼治

观测表
》
包括了自����年以来各种天文观 测 仪 器

的详绝 目录
。

这将是夭文仪器史的一部重要参考资

料
。

霍斯金回顾说
�
另一件有意义的工作是发行 档

案微型胶片
。

“
考古天文

”
的热潮方兴未艾

。

美国出版 了一份
《
考古夭文学通报

》 。

现在
， 《
天文学史杂志

》
每年出

版四斯
，

其中有一期是考古天文专号
。

在本专业委员会的赞助下
，
�

�

�
�

库里考夫斯基

��
�

�
�

����������� 代表苏联科学院天文学理 事

会每年编辑天文学史书籍和文章的目录
。

其它有价

值的文献目录出现在 ����和
《
天文学和天体物理学

文摘
》
中

。

最后
，
霍斯金提到了两本关于当代天文学史 的

著作
。

一本是 �
�

�
�

兰德 ��
�

�
�

����� 和金格里

奇��
�

���������� 编辑的
《
天文学和天体物理学原

始资料集
》 ，
一本是 �

�

�
�

史密斯��
�

�
�

������

写的
《
膨胀的宇宙

� ����一����年间的天文学大辩

论
》 �

二
、

新项目

第四十一专业委员会将开展两项工作
�

成 立一

个工作小组或类似的办公中心
，
搜集和整理 ����年

以前的天文观测记录� 为天文学史家们提供 重要的

工具书
，
再版或摹真出版以前的版本

，
如阿尔封索

表
。

三
、

当前工作

帕特拉斯大会期间有三次很成功的会议
�

�月 抬

日的会议专题讨论了
“
历史记录在夭文研究中的应

用
” ，

很多人宣读了论文
，
其中有中国江涛的

“
中国

的早期记录
” 。

�月 �� 日
，
四十一和四十专业委员会

联合召开了
“
射电天文学的早期历史

”
讨论会

�

�月

��日举行的最后一次会议讨论了专业委员会的日常

工作
。

第一届国际民族天文 学 会 议 于 ����年 �月 �

日” �日在华盛顿特区史密松研究所召开
。

由国际科学史和科学哲学联合会的科学仪器分

部和德国国家博物馆联合举办的第三届科学仪器专

题讨论会
，
于 ����年 �月 �� 日、 ��日在慕尼黑 的

德国博物馆举行
。

四
、

格林尼治会议

为纪念格林尼治子午线启用 ���周年
，

第 四十

一专业委员会与国立海运博物馆将在格林尼治共 同

召开会议
，
日期定为 ���� 年 �月 �日、 ��日

�

除了

举行纪念活动
，
这次会议还有另外两个专题讨论

，

一个是关于一般天文史的
，
另一个题目待定

。

五
、

其它

美国天文学会天文史分部计划于 ����年召开一

个会议
。

这个分部共有成员 ��� 人
，
主席欧

·

金格

里奇教授曾任第四十一专业委员会主席
�

太平洋天文学会成立了一个天文学史常设委员

会
。

主席是第四十一专业委员会成员�
�

�
�

奥斯特

布罗克教授��
�

�
�

�����������
�

王红卫据 《 国际天文学会联合会第四十

一专业委员会通报》第 �� 号
， ����年 �月出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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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名 称 会议时间 开会地点

意大利
，
科莫

会议主席

基本恒星量的校定

地外生命探索近况

星团动力学

天体力学和天体测量学中的相对论

�高精度动力学理论与观测证明�

恒星形成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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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士顿

，

普林斯顿
，
歹��宁格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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