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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天文学会普及委员会����年工作会议�����年��月
，
广州�

����年��月 �日至 �日
，
中国天文学会普及委员会在广州华南师范大学科学技术交流中心召开第四届

工作会议
�

出席本届会议的代表共��名
，
他们分别来自全国各地方天文学会

、

天文台
、

系
、

厂
、
馆

、

出版

社和青少年宫�天文部分�
，

还有特邀的科学家和教授等
。

会议期间
，
普及委员会委员陈晓中

、

杨建
、

张明昌
、

沈凯先
、

李挺等都作了报告
。

这些报告引起 与 会

者的广泛兴趣
�

在这次会议上普及委员会作了上届会议以来的工作总结报告� 各地方天文学会
、

青少年天 文爱好者协

会
、

少年宫�天文部分�
、

青少年天文观测站等汇报了普及工作
，
总结交流了各单位的工作经验� 评选了优秀

科普书籍
、

作品
、

工作者以及先进集体
，
并举行了授奖仪式� 会议还审查了

“
彗星

”
展览小样� 审查

、

放映了
一“
彗星

”
幻灯片� 普及委员会提出 ����年工作设想

�

�
�

继续出版
“
国外哈雷彗星观测

”
动态和

“
国内青少年哈雷彗星观测

”
动态刊物

�

�
�

召开第五届普及委员会工作会议
。

�
�

协助中国科协青少年部
，
安排哈雷彗星回归赴海南岛观测事宜

�

�
�

建议中国科协青少年部于 ����年�月
，
召开南方各省市的青少年哈雷彗星观测项目和其他事情的协

调
、

落实会议
�

�
�

建议中国科协普及部于 ���� 年上半年
，
召开有关开展对哈雷彗星此次回归的科学知识普及和破除迷

一

信的宣传方面的小型会议
，

由普及委员会进行协助
。

�
�

争取出版
“
彗星图册

” ，
以照片�包括黑白

、

彩色照片各半�为主
，
再加文字说明

�

鉴于哈雷彗星回归观测就要到来
，
一些省市青少年天文爱好者协会介绍了他们计划作哈雷彗星观测的准

备情况
。

大家一致认为要加强对青少年天文爱好者观测技能的训练
，
使观测获得成功

。

会议还组织与会代表参观了深圳特区
。

会后普及委员会组织了十四名代表参加的选址小组
，

赴海南岛为青少年去海南岛观测哈雷彗星选择观测

点
�

�季德盛�

��� ������� ��比� �������������� ��������� �����

����������
，
�������� �����

�����������

从����第 �� 届大会看射电望远镜的发展及趋势

前言

����第��届大会�国际无线电科学协会�于����年 �月��日一�月�日在意大利弗罗伦斯举行
，

这是����

海三年举行一次的例会
，
主要是评介无线电科学各领域����一���共年期间的进展并展望于未来

�

除开
、

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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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及尺会组织的三个普遍意义的学术讲座外
，
学术活动基本以�个小组委员会及�一个交叉学科的学术会议

进行
。

会议期间
，
笔者主要参加了 �组�射电天文组�的学术活动

，
该组成员经常为�。一�。人

，
其中许多是世界

知名的射电天文学家
�

� 组共进行了四个方面的专题报告及三次各天文台射电天文最新进展的报告
，

其中包括北京天文 台密

云米波综合孔径射电望远镜的进展及情况的报告
�

即将投入观测的密云综合阵引起了各国学者的关注和兴

趣
。

各天文台的报告
，

给人的深刻的印象
，
即当前射电天文观测手段的发展是以开拓新领域

，
改造和提高现

有设备
，
停止建造单个 �厘米以上波长射电望远镜为特征

�

一
、

不断扩大和向新领域开拓的 ����

目前 ����终端几乎已经配备在所有��米左右以上直径的射电望远镜上
，
而且一些非常规射电望远镜也

开始配备终端进行����观测
，
突出的例子如几年前被认为其观测寿命已经完结的��

�卯� 巨型抛物带状天

线
，
其对源的观测时间被扩大为士�

” �

����加
。

�及士�
“
�����

’

�
，

开始用来进行����观测�印度的 ����抛物

柱面也已用来进行�����
� 的 ����试验观测 � ���������� 综合阵利用其中任意面天线��一���连结为同相

�

天线的 ���� 终端
，
已经因配有氢脉泽频标及 ���

，
�终端而趋于完善� 近年来建造的唯一的厘米波段中

型射电望远镜—意大利 ������� 的��米天线
，
于今年初建成后

，

就以 ����为其主要观测手段
，

投入欧洲

及欧美 ����网的观测
，

取得了好的结果
。

���� 已经成为无线电科学各领域共同注目的技术
，
这次大会组织的三个有普遍意义讲座的第一个就是

“
甚长基线干涉侧最

” ，

向 ����新领域的开拓则主要表现在
�

���科学家们正在认真筹划和估价空间
一

地面甚长基线网的超高分辨率观测
。

����年 �月在维也纳召开

了一个关于利用卫星的长基线干涉技术的国际学术会议
，
目前主要考虑的并非早期设想过的用卫星传送本振

及一路视频信号的实时相关方法
，
而是利用卫星上天线作长基线干涉的一个单元

，

将接收到的信号再送回地

面进行后处理的方案
。

在����的大会上
，
���������博士向代表们展示了初期用一个圆形轨道卫星�周期约 �

小时�与地面上遍布各洲的长基线千涉用天线组成最长基线为��
，
���公里的长基线干涉网

，
及后期加上苏联

将发射的 ���
�

����
，
艺���

’

最长基线可达��
，
���公里的准同步卫星后

，
干涉网的 �� 覆盖随卫星运行演化

的示意电影
，
引起无线电科学家们很大兴趣

。

这项计划目前正争取得到 ���� 及 ��� 的支持
，

若如是
，
有

可能在九十年代建立分辨率高一个量级的 ����全球网
。

���计划多年的�����长基线干涉阵�
，
将从����年起到】���年得到总计近 �千万美元的资助在美国建

造
。

该阵将由��一��个直径��米的抛物面天线组成
，
天线表面公差为 。

�

肠��江作频率为。
�

��一����
� ，

配备改进型����� ����终端
，
此阵专用作长基线干涉测量之用

，
统一计划及组织观测

，
而不象现有长基

线网各站属于不同天文台
，
只能部分时间�一般约��多�用于长基线干涉网观测

�

��� 毫米波 ����的试观测及发展也成为 ���� 向新领域开拓的一个重要方面
，
近三年来进行 了多次

包括 ��������
，
�姐�

，
��������

，
������及 ����各天线的毫米波 ����试验观测

，
对相位稳定性

、

条纹

幅度
、

信噪比与积分时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
并已报道了成功的观测

。

许多毫米波射电望远镜
，

如日本的�吞

米
，
巴西的��米

，
美国 ����� 的��米等都已经或正在配置 ���� 终端

，
日本的无线电研究实验室发展了与

�����兼容的 �� ����系统
。

��� 改进型������
一
�系统的研究及可能达到的指标

，

是����发展中使各国射电天文学家最为之激

动的
�

��
一

�系统因有 ����� 带宽而极大地提高了����观测灵敏度
，
早就为射电夭文学家所重视

，
但 人

们又一直为它以极快速度消耗极笨重的记录磁带而苦恼�笔者曾在���
�������参与约 �小时的观测

，

装卸使

用磁带就达数百公斤
，
往往一个课题送到处理中心处理的磁带就有数吨之多�

。

现在通用标准 ��
一
�记录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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喘每��分钟用一盘磁带
，
改进型系统可达到每盘磁带使用��小时

，
其主要参数比较列于表 上

裹 � 几种��
一 ，不统的主共，橄

���� 改进型 ���改进型

����磁迹

������

信息密度��������

每磁带使用时间

通用标准型

��

�

���

��爪�����

����

�
�

�����醉

��

��

����

������讲

二
、

改造和提高现有射电望远镜

由于难以得到新建巨型射电望远镜所需经费
，
不断改进现有设备使之更有威力

，

也将成为相当一段时期

的必然趋势
。

��� 普遍采用低温致冷低噪音放大器

����在其�个可动天线上配置了致冷低噪音放大器
，

加上对固定天线常温放大器的改进
，

得到了如下

系统温度
�

表 � ����的系统温度

彼 长 �厘米

���

����

���

��厘米 ��厘米 ��厘米

可移天线�低温�

固定天线�常温�

千涉仪

�八�

���

���

����

����

����

����

��� 研制了��一的��
� 的量子放大器

，
其单级脉泽�无慢波结构�带宽达����

�，
工作频率��一�����

，

标定天空温度为���一���� 的水平
，
其二级脉泽则达到大于 ����� 的带宽

。

法国 ���归�用作 ���� 的抛物带形天线及意天利 �������用作 ����的 ��米天线也配备了低噪接收
一

前端
，

��米夭线前端在�
�

�及�
�

����
�

����
都达到了 ��� 的噪音温度

�

美国 ���� 除在 ����
� ������ 米

及��米天线上配备了致冷 ���及 ���接收机外
，
对建成刚三

、

四年的 ��� 也更新了其接收机
，
使之有更

低的系统温度
，

例如 ����� 频率处的系统温度已从���一���� 降为����
�

法国��������
�������的�

�

���

接收机采用致冷混频器使 �，����一����
，
其 ��� 中放也致冷到���

，

得到�
、
二�一���

�

甚至早在����年

建成算是较粗糙
“
古老

”
的��������� ��米射电望远镜也配备了致冷 ���放大器

，

在波长 ���� 及 ����噪

音温度分别达到��� 及 ���
。

目前利用致冷肖特基����������势垒二极管混频器的最佳单边带接收机
，
其噪音温度在 ��� ���已达

到 ����
，
在������ 已达到����

。

���混频器也有了巨大发展
，
使用它的最佳���接收机迄今在�����

�已达

到���
，

在 ����� 达到 “ � 的噪音温度
�

���� ���放大器继续得到改进
，

特别在短波段
，
其噪音温度在

�
�

����
低达��

、

在 ��
�

���� 低达 ��� 的结果已有报道
�

���天线反射面或系统的改进

���的���米天线在����一����年用铝合金面板取代了原来的蜂窝结构板
，
重铺了中央 ��米直径反射

、

面
， ����年��月起进行了反射面的全息测皇及相应调整

，

使中央��米直径反射面可工作到 �
�

����
，
相应

束宽为�护
，
指向精度为�

护 。

加拿大��� 将 �� 米射电望远镜重铺了反射面
，
并将主焦系统改为卡焦系统

，
使该天线增益达到世界

第三位
，
仅次于���的���米及日本的��米天线

。

美国 ����在 ���� ����的�� 米毫米波天线
，

在该台计划中的 ��米毫米波天线资金还未获得的情况

下
，
也作了犬的改进

，
使其反射面精度达到��拼�

，

最短工作波长由原来的���降至约 �
�

��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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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海军天文台在����
� ���� 的三天线阵

，
除在原基线南 ���� 已增建的一个��米天线外

，
又在其西

约���� 处增建了另一个��米天线
，
得到新的基线作综合孔径用

�

印度 ����射电天文中心的 �个 欠
、

中
、

小

不同尺度的抛物柱面
，
以巨型 ���� 抛物柱面为核心

，
组成了有 �条基线

，
基线长为 �������

���� ���》

的综合孔径系统
�

整个系统采用电缆与无线电中继连结相结合的方式组成
�

澳大利亚开始建造 �面��米天线组成的����澳大利亚综合孔径望远镜�
，

并计划将来使其与 �������’
米天线

，
����������属美国深空探测网的 ��米天线及������ ������的 ��米天线一起

，
用无线电中继方法

�

连接成继 �卫���� �英国�系统之盾的又一个大型无线电连结干涉网
。
����留以米天线近年又作了反射面

的第 �次改进
，
其��米直径中央部分已能工作到 �����

，
在����� 处的反射面效率为�

�

�� �以��米直备

计�
�

���后端的数字化

电子计算机及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为射电天文学家提供了极好机会使接收后端更加精确和易于控制
，
观

�

测结果更易处理
�

以�������
���阵为例

，
其后端已全部实现数字化

，
即采用数字延迟跟踪

、

数字相关器等
，

近几年还配备了�
，
���信道的数字谱线相关器

，
可以随意用 ��

，
�

，
�

�

�
，
�

�

��
，
�

�

���
，
�

�

��备�
�

�邸
， 。

�

������
的带宽

，
同时进行偏振及谱线的综合成象

。

新建成的 ������� �� 米夭线
，
则一开始就注意了数字化后端及

�

软件的研究
，
已配备了�

，
���信道数字自相关频谱仪

。

三
、

向射电波段两端的开拓

在这次会议上各天文台进展报告及学术报告显示出两个明显迹象
，
即除了加强已有较好基础的厘米波

、 、

分米波及长毫米波的观测手段外
，
极其重视短波端

、

亚毫米及短毫米波设备的研究及发展和高分辨率毫米波
�

设备的规划� 也重视米波和十米波段高分辨观测设备
、

大气及电离层对观测的可能影响等方面的研究
。

��� 亚毫米及毫米波射电望远镜

除了美国甩�� ������ 米天线改进到能工作于亚毫米波及日本 �������� 的 �� 米毫米波天线在 大 会
期间已被该台代表宣布对世界各国射电天文学家开放外

，

新近建成或计划建造的亚毫米波�及短毫米波�射

电望远镜大体可列如表�
。

裹� 断�成成计划�造的亚�短�‘ 米波天堆�

孔孔径 ����� 表面公差 �仁���� 工作频率�������

�����
�

�������� �
、

��

�
�

��

几�一匀�
一匕�︸八���户�八甘�����������������

��������
�

����

��������������������
�������� ���钟��

�拼�

�郊�
︸吕，曰巾“�口厅通月了哎口二心

闷

…
����

�﹄�甘︸沙‘任翻勺��
��二‘�占门几

�������
�

�

��������������

������
�����

至于毫米波高分辨率设备
，
除了已建成的日本����� 毫米波综合孔径系统正开始建立和完善后端及相

应的软件
，
������� 的�� ��� 毫米波干涉仪已投入观测

，
法德合作的���� ��巧�毫米波千涉仪也处

于设计的最后阶段外
，
现在美国射电天文学家又提出了毫米波甚大阵�������计划

，
其初步设想如下

�

工作波长 �一���� 接收面积 �
，
���一�

，
����

�

分辨率 ��� �在�
�

���� 成象时间 ���

� 该表及文中其他地方的数据都不完备
，
因为每人作报告的时间很短

，
笔者来不及记下全部数据

。



���
�期 字 不 沽 动

几

叫
� � �

一 一�
�一����一���一一�

一一
学 术

带宽 ���� 构形 �或�形

单元 ��� ���

拟议中的毫米波甚长阵也将设于 ��� 附近
，
海拔高于 �

，
��� 英尺的地方

，
如采取倒 �构形

，

每臂长为 �公

里
�

�幻 除了进行较多的电离层和星际闪烁对米波及十米波射电观测影响的研究外
，
印度

、

英国及美 国 的

代表还报告了他们用米波长基线干涉仪所作的成功观测� 为了米波长基线合作观测的需要
，
����已配置

了工作波长为 �� 厘米的接收设备
�

美国计划建造横跨美洲大陆并延伸到欧洲及夏威夷的米波长基线干涉网

������
�

四
、

几个值得注意的动向

���新技术新方法的探索和研究

澳大利亚�
�

������博士报告了拟在 ��� �在基线长 �公里
，
由�面��米天线组成的综合孔径望远镜上�

采用的光缆本振信号传输方案的试验及初步经济估算
，
它有可能达到比常规充气电缆更佳的相位稳定性

�

如能最终成功地在 人�� 系统中采用它
，
这将是光纤传输方法第一次进入射电天文技术领域

�

美国加州大学 ������博士报告了 ����计划
，
这是一个广泛采用计算机技术及缓冲存储器的多频道频

谱分析系统
，
可以达到��

，
���信道及 ��� 的频率分辨率

。

���除了基本停止建造单个厘米波大中型射电望远镜外
，

值得注意的是
�

继几年前关闭了当时每天提供
�

二维太阳射电图象的美国��
������ �� 厘米波十字太阳日象仪之后

，
自建成后在提供太阳长米波二维射电图

」

象方面活跃了十五年的澳大利亚 �������� 圆阵也于����年 �月关闭
，

除了维持运行的费用外
，

是否还有什
么原因

，

值得研究
�

�吴盛殷�

������ �������� ��� �������� �� ��� ���王� ���������� �� ���，� �� ����

���� ���
�����吕������

��� ��������

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学术讨论会

���� �����
���� ��

�

���一����

编号 名 称 会议时间 开会地点 会议主席

��� 星系亮星和星协

��� 宇宙中的暗物质

��� 小型望远镜设备

及项目研究

��� 类星体

��� 天体化学

��� 星系活动观测证据

��� 拱星物质

��� 日震和小行星震学进展

��� 观测字宙学

��� 中子星的起源和演化

����
。

�
�

������

����
。

�
�

������

����
�

��
�

�一�

希腊
， ����� ����

美国
，
普林斯顿

新西兰
，
克赖斯特彻奇

�
�

�
�

�����

�
�

��������

�
。

�
�

������

����
�

��
�

�一�

����
�

��
。

�一�

����年�月底�月初

����
�

�
�

��一��

����
�

�
�

�一��

����
�

�

����
�

�

印度
，
资加罗尔

印度
，
孟买

苏联
，
埃里温

西德
，
海德堡

丹麦
，
奥尔胡斯

中国
，
北京

中国
，
南京

�
�

������

�
�

��������

�
�

�
�

��������幻比���

�
�

�
�

����

�
，

�������卜���������

�
�

��������

�
�

�������

�蔡永明��������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