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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太阳观测与服务
’

陈 彪
�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 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

提 要

木文简短地叙述了我国太阳观测与服务的历史和现状
。

我国的太阳研究
，
可 以追溯到周代以前

。

其记载延伸到清朝
。

在长达数千年的历史中
，

虽屡经战乱
，
仍史不绝书

。

当时的观察记录
，

其描述常带有文学色彩
。

例如
“
有黑气如飞鹊

” 、

‘
有若飞燕者

” 、 “
有三足鸟

” ……等 ，
这些都可能是黑子的同义词

【 ” 〔，’ 【�，。 自近年来太 阳活动

的长期不规则性被确认以后
〔�� ，

详细考究数千年来的黑子记载
，

并加以整理
，
试图发现周期

大于八十年的太阳活动的特点
，
就成为当前流行的课题

。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
我国古黑子记

录的考究和证认就成为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课题了
。
����年以来

，
通过开发古代史籍和地方

志中的天文素材
，
已在这个领域中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 。

近代中国的太阳研究可上溯至本世纪初佘山观象台�现为上海天文台佘山工作站�开始的

太阳黑子观测
，
其最脍炙人口的就是它的 日面照相

��，。

利用佘山观象台的 ��厘米折射望远镜

所拍摄的太阳光球照相
，
其米粒组织清晰可见

，
被认为是当代气球 日面摄影以前的最佳照片之

一
【别 。

����年以前
，
我国尚无系统的太阳黑子观测

。
����年

，
紫金山天文台初步建成后

，
开

始有黑子和色球单色光目视描记观测
。

虽因 日军侵华十余年间的动荡不安
，
其记录已经荡然

无存
，
但佘山观象台的黑子观测底片居然仍能保存下来

，
实为大幸

。
����年南京解放之后

，

紫金山天文台恢复了黑子目视观测
。

云南天文台 ����� 年前为昆明天文工作站�赖陈展云先

生之努力
，
解放后不久也恢复了黑子观测

。
���� 年后进行黑子群的精细结构照相观 测 并 维

持至今
。
����一�� 年期间为参加国际地球物理年活动

，
北京天文台和紫金山天文台开 始 了

太阳 �
。

单色光巡视
， ����年起在云南天文台也开始了这项观测

。

同时
，
随着射电天文学

、

太

阳物理研究和我国天文教育的开展
，
在北京

、

南京
、

昆明三地逐渐形成了四个太阳射电观测

点�南京有紫金山天文台和南京大学天文系二个点�
，
进行太阳厘米波

、

分米波和米波段的系

统观测
。

还建立了各可见光波段的太 阳光谱观测
。

近年又在乌鲁木齐增设了太阳色球和射电

表一
、

中国科学院所属天文台
、

站所积累的太阳数据概况

南京�����
，
����

北京�����
， ����

昆明�����
， ����

亡匀鲁木齐����
，
����

黑子
����一

����一

����一

�
。
巡视

����一

����一

����一

����一

黑子磁场
���

���

����一

射电辐射流量
����一
����一
����一
����一

沁
护’二文系据����年�飞月昆明国际太阳物理研究讨论会闭幕会上的讲演改写而成的

。
����年 �月��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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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测
。

因此
，

建国三十余年来我国太阳工作的最大成绩
，
表现为完成了我国太阳观测的初步

网点的布局
，
使之能基本上维持经常的观测

，
形成了与欧

、

美两洲能互相补充的地面太阳观

测基地
。

以上台站网的建设
，
是随着我国解放以后国家不断向太阳工作提出的要求而扩大的

。

由于

太阳和地球的密切关系
，
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所要求的太阳服务

，
自从����年至今从未间断

。

这两方面的要求主要体现在���气象和地球物理部门对于太阳活动逐月情况的需要� ���国防

和通讯部门对于太阳耀斑及其伴随现象情况的需要
。

为此
，
中国科学院所属北京

、

紫金山和

云南天文台建立了联合的太阳服务网
，
逐月地和随时地向有关各方提供太阳活动的数据和信

息
，

并且系统地利用各种资料研究和预测各种太阳活动的情况
，
随时为各方 的 要 求 提 供 预

报
��� �‘�� 【川

。

在文化革命的十年动乱期间
，
中国科学院所属各天文台的太阳观测和资料 服 务

是科研工作中未曾中断的少数项目之一
。

我国太阳工作者为之所付出的劳动和心血得到国家

和人民承认的程度
，
可见一斑

。

然而
，
科学的研究是无止境的

，
服务的要求也是在逐步提高

。

我们不能满足于上述的表面

上的效益
。

实际上
，
以上的服务性的工作都只是立足于太阳各种活动现象和地球物理

、

地球周

围环境参数的变化之间的表面相关
。

属于数学统计相关预报
，
不可能做到准确无误

。

为提高

服务质量
，
还必须进一步研究太阳活动的本质

、

太阳耀斑爆发的机理
、

日地间的空间环境
、

日地间各种现象的传播过程……等等
。

只有弄清楚上述间题
，
太阳对地球的影响

、

日地关系

的研究和 日地服务才能走向物理因素的精确预告和服务
。

这正是我们过去二十年来已经起步

而远未完成的任务
，
也正是需要开展太阳物理研究的地方

。

回顾我国过去太阳物理研究
，
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课题都集中在一个方面

�
即太阳活动

区磁场在 日面
、
色球

、

日冕
、
日地空间等环境中的运动

、

演化和发展
，
它的后效 �即对耀斑

和各种活动现象的解释�
，
它的诊断手段……等等

。

其他方面的研究比较零散
。

在这里
，
我无

意描述在上述领域内的大量论述
。

正如一切天体物理理论所固有的特点所显示的
，
我们目前的

理论研究是属于在学术界所常见的范畴
�
即

“
从不完整和不准确的数据中提取信息

”
的理论

。

由于太阳物理的初始数据即使在世界范围内来说
，
也很少有完整的时候

，
因此

，
太阳物理的

理论工作
，
要是能够成为一家之言的话

，
从假设到方法都必需是详尽的

。

换言之
，
太阳物理

的研究
，
必须用理论上的详尽来弥补观测数据的不足

。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
我国的太阳物理

理论研究
，
一方面是远远不够

，
另一方面是大有可为

。

近年以来
，
我国太阳研究中的另一个重要发展

，
在于我们的太阳仪器制作工作的渐趋成

熟
。

用这一句话来形容我国的太阳仪器制作成就
，
并非夸大

，
这可以 ����年我国派 赴 巴 布

亚
一

新几内亚的 日全食观测的成功以及北京天文台磁场 望 远 镜在 光 学工 艺 上 的 成 就 为 代

表
’ ‘，’ 【 ’�� 。

前者的特点在于把整个光路
、

机械控制与课题设计
、

观测程序熔为一体
，
具有我国

自己的特色
。

在光学工艺上的制作
，
有其特殊的

、

全波段
一
镜聚焦的特点

。

这种制作是极为困

难的
〔���

。

太阳磁场望远镜的特点
，
在于有一个窄波段的波长可变滤光器的设计

、

检 验 和 制

作
，
这种工艺成就

，
即使与国际上的同行之间相比

，
也不逊色 【���

。

但是上述的成就
，
并不能够掩盖我们目前的缺点

。

由于过去一段时期的闭关自守
，
同国

外交流技术的机会不多
，
我国太阳工作的根本缺陷表现为课题思想不活跃

，
创新的技术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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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多
。

此情况十分显著
。

近年来
，
虽然在观测资料的积累上有了一定的库存

，
工艺实践上也

达到了一定的水平
，
但如何有效地利用观测资料的积累和提高工艺水平

，
仍然是一个很大的

问题
。

然而
，
回顾过去三十年的历程

，
考虑到我们所走过的弯路

，
我国能从无到有地建设成

目前的规模
，
达到了目前的水平

，
仍然是应引为骄傲的

。
我个人相信

，

假若我们能够吸取过

去的教训
，
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所固有的优势

，
用集体的合作去迎接未来的任务

，
我

们定将在二十年内
，
达到当时世界的先进水平

。

作者感谢张柏荣同志的校读和修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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