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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天文学会学术会议�序号 ���
�

太阳射电天文学术讨论会 �����年 �月
，
南京�

经过全国太阳射电天文工作者 的协力 筹 备
，

����年 �月��日至��日在南京南京大学召开了首届
“
太阳射电天文学术讨论会

” ，
来自全国各天文台

、

站
，
各大学天文专业的��余名代表出席了会议

，
提

出学术报告共��篇
，
会议就��周太阳活动峰年射电

观测和 ����年 �月��日在国内开展日环食射电联合

观测研究课题进行了学术论证
，

得出了一致同意的

结论
。

会议期间云南天文台台长
、

科学院学部委员陈

彪
，
科学院数理学部副主任

、

北京天文台台长王缓

珍先后到会就搞好邓周太阳活动峰年观测研究课题

选顾
、

计划编制讲了话
，
并听取了与会代表对峰年

识 �扭论证的讨论
。

应大会邀请
，

紫金山天文台副台长张和祺和副

研究员叶式挥分别作了题为
《
耀斑泳冲相与快速过

程
》
和

《
太阳物理的新动向

》
的报告

。

他们的报告和与

会代表提交大会的太阳射电天文观测研究结果以及

近来我国太阳射电新仪器所取得的新资料
，
引起了

代表们的热烈讨论
。

会议代表经过认真的讨论
，
一致认为在��周太

阳活动峰年期间
，

我们的任务是
�

�
�

充分发挥我国地理跨度大
，
在国际太阳峰年

观测研究中是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这一特点
，
全国

协调一致
，
合理布局

，
更换陈旧设备

，
并利用现有

设备挖掘潜力
，

将我国太阳射电的常规观测规范化
，

记录数字化
，
进一步提高观测质量

，
达到国际先进

水平
。

�
�

在��周太阳活动峰年中
，
根据国际研究的发

展动态
，
结合我国已有的基础

，
太阳射电天文应以

太阳射电快速过程
，
尤其是耀斑脉冲相中的射电快

速过程及其与�射线
、

光学等快速现象的联合观侧

研究作为重点课题 � 除充实波段和增加新波段小口

径点频射电镜的快速记录系统外
，

还应积极开发宽

频带动态频谱仪的快速观测 系 统 和 高 空 间 分辨

��
“ �

��� 观测快速源角径的小口径双天线强度千涉

仪的研制
。

为了发挥我国大中型射电望远镜
，
例如米波综

合孔径
、
口径 ��米和��

�

�米射电望远镜的使用效率
，

大会建议在这些仪器上配备相应的太阳快速观测 设

备
，

分配适当的观测时间开展
“
太阳射电快速过程

”

的课题观测研究
。

�
�

鉴于时间同步工作是协调全国各波段 观 测

设备和统一观测资料取得高质量成果的重要技术措

施
，
必须组织全国性协作

，
予以落实

。

�
�

����年 �月��日
，
在我国将发生一次 日环

食
。

这次日环食见食条件好
，
见食范 围广

。

环 食

带经我国各天文台站
，
尤其是乌鲁 木齐

、

南 京
、

上海
、

北京等地食分都在��多左右
，
见食地平高度都

在 ��
。

以上
，

是一次不必搬运仪器就地观测的良好机

会
。

会议建议数理学部组织领导全国范围的太阳射

电的多波段联测
，
并要求有关的光学手段相配合

，

以期取得比上两次�����年和����年�日食观测更好

的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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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天文学会学术会议�序号 ���
�

�����程序设计系统讨论会�����年 �月
，
上海�

受中国夭文学会射电天文专业委员会委托主办

的 ����� 程序设计系统讨论会于����年 �月��日

至 �月 � 日在上海天文台举行
�

来自全国各地十二

个业位的近五十名代表参加了会议
。

会议分两个阶段进行
。

第一阶段由紫台
、

天仪

厂
、

上海台等单位介绍了 ����� 程序设计系统在

天文中的应用现状及国内利用 ����� 程序设计系

统开展工作的情况
。

第二阶段是针对与会者不同的

要求
，
并考虑到今后 工 作 需 要

，
安排 了 一 系 列

���廿�专题讲座和一定数量的机上作业
，

通过讨论

和实际操作加深了对 ����� 产
句理解

。

����� 是一种以小型
、

高效和结构化功能 强

见长的程序设计系统
。

���在����年将其确定为天

文台自动化的标准语言系统
。

国外天文界使用较为

普遍
。

随着国际间学术交流的开展和我们工作的深

化
，
国内天文界近年来也已把 ����� 用于��米射

电望远镜
、

甚长基线相关处理机
、

��
�

�米毫米波射

电望远镜的研制和 ��� 系统控制
。

通过这次会议
，

改变了过去各单位之间互不通气的局面
，
交流了工

作进展和体会
。

不少参加会议的同志都是带着实际

问题来的
，
因此他们目的明确

，

讨论问题容易深入
，

针对性强
。

这次会议的主题明确
、

集中
，
与会者收

获不小
。

通过这次会议也为今后应用 �����系统

进行工作作了人员上的准备
。

�张云 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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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天文学会����年学术讨论班�序号 ��
�

天体测量讨论会�����年 �月
，

上海�

受中国天文学会天文地球动力学和星表与天文

常数专业委员会之托
，
由上海天文台具 体组 织 的

����年度学术讨论班于 �月��日至��日在上海天文

台举行
。

各天文台站
、

人卫站
，

有关大学的天文系
，

以及部分测绘工作者共七十多名代表参加
。

讨论班

以讲课形式为主
，
结合报告进行讨论

。

主题是用新

技术测定地球自转参数����

会上介绍了测定���的各种新技术
�

包括观测

原理
、

仪器和台网分布
、

观测结果的分析处理方法

以及国际地球自转联测期间所得的结果
。

首先介绍

人卫激光测距技术 ���
。

报告除涉及一般原理外
，

还谈及我国在��� 实测方面的经验和体会
。

���资

料分析原理报告不仅把国外大程序融会贯通吸收为

已所用
，
还有所改进和创新

，
利用全球资料求出了

精度与国外最先进水平相比毫不逊色的自己的 ���

序列
。

甚长基线干涉测量技术������的报告中
，
除

一般原理和处理软件的介绍之外
，

还涉及到正在建

设中的上海台 ����站的新进展
。

此外 还 报 告 了

����布网最优化方案
。

在激光测月技术 �����方

面
，
我国虽没开展实测工作

，
但在报告中

，

对原理

和动态讲得甚清楚
，
并讨论了天平动等影响���测

定的因素
，

还利用国外资料算出了国际联测期间的

结果
。
��
����

�技术虽早为大家熟悉
，

但听了会上介

绍的 ��� 和 ����� 的比较
，
特别是两者参考系

之间的比较
，
觉得颇有新意

。

会议还特邀刚从美国

开会回来的同行介绍 ���技术的基本原理
、

特点以

及最新动态
。

会议后半部分是各种技术测定 ��� 的比较
�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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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指出
，
经典技术的长期稳定性与新技术相当

，

经

过一定平滑它仍可用于 ���服务
。

这个论点受到与

会代表的高度重视和赞赏
�

会议上还介绍了 ���综

合解
，
引起了热烈的讨论

�

此外还对测定���各技

术的共性和个性进行了探讨
。

最后
，
上海天文台台

长叶叔华就国际和国内今后的���服务问题作了总

结性报告
。

�朱圣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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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天文学名词审定会议 �����年 �月
，
南京�

中国天文学会天文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于 ����年

�月��日至 �� 日在南京召开了第二次天文学名词审

定会议
�

中国天文学会理事长兼天文学名词审定委

员会主任张钮哲参加了这次会议
。

全国自然科学名

词审定委员会吴凤鸣副主任等应邀参加了会议
�

李启斌委员传达了他代表中国天文学会天文学

名词审定委员会参加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

成立大会的情况及
《
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

组织条例
》
和

《
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工作条例

》 �

委员们

对以上两个文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

����年第一次天文学名词审定会议 �参看本刊

第 �卷第 �期报道�编成的
《
天文学基本名词

》
�初

稿�已经印发全国有关专家和单位广泛征求意见
。

这

次会议对反馈的修改意见进行了认真的讨论
，
并再

一次按各分支学科对初稿作了修改
。

会议认为
，
此

项任务已基本完成
，
经过技术加工

，
再经常委传阅

，

即可上报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
�

会议还对天文学名词委员会的近期工作进行 了

讨论
�

一
、
建议委托参加国际天文学联合会第��届大

会的本会委员与该会
“
学术资料与天文数据

”
专业委

员会建立联系
，
介绍我国天文学名词的审编成果

，

进行学术交沛
、

二
、
本会将积极促进尽早成立

《
俄汉天文学诃

汇
》
的编辑小组并开展工作

。

鉴于国内外都需要有一

本较完善的
《
汉英天文学词汇

》 ，
希望有关出版单位

积极考虑出版此书
。

三
、

建议中国天文学会天文学史专业委员会和

天文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共同开展关于统一中国古天

文学名词英译名的讨论
。

四
、

为了不断补充审定天文学新词
，

欢迎广大

天文工作者和天文爱好者向本会推荐天文学新名诃

或新译名�联系人北京天文台蔡贤德�
。

由本会讨论

整理后
，
先广泛征求意见

，
再进行正式审定

。

这次

会议讨论了几位天文工作者提供的一批新词
，

将发

表在
《
天文学进展

》
中征求意见

。

五
、

希望有条件的天文单位积极开展关于天文

学名词检索计算机化的研究
，
并请有关单位的领导

给予大力支持
�

�沈明惠�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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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学 术 活 动 ���

���第 ��� 次学术讨论会概况

国际天文学联合会�����第���次学术讨论会
“
天体力学和天休测量中的相对论问题

” ，
于 ����年

�月��日至 �� 日在苏联名城列宁格勒举行
。

与会代

表���人分别来自欧
、

亚
、

北美
、
南美等大洲的 ��

个国家� 其中东道主苏联代表��人
，
约占总人数 的

��男� 美国代表 ��人
，
中国代表 �人 �万籁

、

赵君

亮�
，

其他国家代表�一�人不等
。

学术讨论会在聂瓦河畔列宁格勒作家俱乐部的

会议厅内举行
。

四天会议中所报告的邀请评述和论

文计肋余篇
，
分七个方面的内容进行

。

这些内容是
�

���广义相对论的动力学效应
，
���近代关于太阳系

内自然天体运动的精确理论
，
���天文测量的参考标

架和相对论归算
，
���地球邻近区域的相对论效应及

地球动力学
，
���时间尺度

，
��� 目前的 高 精度 观

测和相对论问题
，

���未来有关相对论效应的 观测

工作
。

这次讨论会是国际天文界就天体力学和天体 测

量中相对论效应的高精度理论和观测验证等问 题所

举行的第一次专题性讨论
。

这是一个年轻的课题
，

至今仅有��年的历史
。

随着因新技术应用而来的天

文观测精度的不断提高以及天文研究工作的深入发

展
，

人们普遍感到今天已经应该认真考虑在夭体力

学和天体测量有关工作中的相对论效应
。

但是
，
许

多问题尚待从观测和理论两个方面进行深入的探讨

和研究
，

理论还需经受观测的验证
�

因此
，
会议中

对部分报告的讨论比较热烈
，
争论相当大

，
而在会

议结束之际也仅仅只通过了一项没有任何实质性意

义的决议
。

东道主苏联不仅出席会议的人数众多
，

而且在

向会议所提交的报告中占有相当的比例
，
许多年轻

人上台发言
。

由此可以看出苏联在这一领域内所做

的工作是相当多的
。

这次会议的一大特色是所有报告一律以摘要形

式译为俄语在会上宣读
，
其中包括代表们对报告讨

论
、

评价的英俄语互译
。

即席翻译人员无论在语言

或专业方面都表现出有相当高的水平
，
对英语较差

的大多数参加会议的苏联代表帮助很大
。

这一点今

后在我国举行的重要国际会议上也是值得借鉴 的
�

�赵君 亮�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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