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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学术讨论会�序号����

—中国天文学会学术会议�序号���
�

观测宇宙学�����年�月
，
北京�

����年 �月��一��日
，
国际天文联合会第���次

“
观测宇宙学

”
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召系 会议由著名盼

夭体物理学家伯比奇 ��
� 、

��������� 教授和中国天文学会副理事长方励之教授主持
�

国际天文联合会秘书

长斯温斯��
�

�
�

�����幻博士
，

中国天文学会理事长王授绘教授也参加了会议
�

国际天文联合会的讨论会是国际天文学界最高水准的专业学术讨论会
，

这次会议是以观测宇宙学为专愚

的一次这种类型的会议
�

参加这次讨论会的学者来自��个国家
，
国外的天文学家和天体物理学家���名

，
包橇

了国际上这方面研究的权威人士
。

中国的专业学者��人参加了会议
，

其中正式代表为��人
。

会上计有评述报告��篇
，
宣读论文��篇

，
展示论文��篇

。

其中中方代表评述报告 �篇
，
宣读论文 �篇

，

展示论文��篇
。

与会代表广泛深入地探讨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

�
�

宇宙的背景辐射�

�
�

宇宙中河外夭体的分布和演化�

�
�

河外天体的起源和形成�

�
�

宇宙中轻元素的起源�

�
�

宇宙学参量的确定�

�
�

引力透境现象的观测与解释�

�
�

宇宙中的暗物质的性质�

�
�

宇宙学现象的理论解释
�

会议期间还组织了一次专题交流会
，

美国
“
空间望远镜研究所

”
的学者介绍了美国空间望远镜的性能

、

规
，

划和工作进程
�

中国代表介绍了
“
中国大型施米特望远镜

”
的设想

，

并听取了外国专家的意见
。

会议期间国家

科委主任宋健
，

中国科协主席钱学森在人大会堂接见了中外全体代表
，
并参加了宴会

。

会议总结者朗艾尔似
�

�
�

兀曲�����教授引用了观测宇宙学先躯者桑德奇����
�������教授一句话

�“
这

次讨论会标志了观测宇宙学的真正开始
”

来说明这次会议的意义
。

这不仅是他们两位权威的看法
，

也是绝大

多数代表的共同看法
�

因为这次会议介绍的观测结果涉及了现今可及的观测宇宙学基本领域
，
而且在许多方

祛取得了一致的结论
，
同时也诱导出更多有待进一步观测和分析的课题

，

促使它们作为一门学科以系统发展

和深入研究
�

在总共�舰篇论文中
，
最引起与会者注目的是以下的观测结果

�

�
�

无论从较近的直到��
�

�视星等的星系红移巡天的现有结果
，
还是到��视星等的深光谱巡天都取得了

对宇宙大尺度结构的新认识
�

在这种结构中的巨洞比以往所得的尺度要大
，
至少是�����

�

而且星系的积聚

区似乎不是前几年认为的弦结构
，

而是相互连接相当薄的泡泡状结构
�

�
�

除了有星系一星系间的相关以外
，
还发现有更强的星系团一星系团间的相关

，
以至超团一超团间的

相关
。

这表明宇宙中尺度达��� ���结构的存在
�

�
�

星系的大尺度的运动速度估算开始进人日程
，

初步的结果是 ��������

�
�

�������� 琴射线观测卫星的中等灵敏度巡天结果扩大到���个河外冬射线源
�

从它以及�
一

射线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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辐射结果的限制都表明

，

类星体的光度演化可能比密度演化更有不懈释它们
�

�
�

活动星系的环境问题开始受到较大的关注
。

已有的报告包括类星体
、

射电星系
、

赛弗特 ��������� 星

系的环境以及环境对其形态演化
、

活动性的影响
�

�
�

类星体的数密度随红移�而下降
，
而由类星体吸收线决定的乙

。

吸收云数密度却随红移�而增加
，

这

是值得进一步探求解释的问题
。

�
�

会上还报道了 �一生
�

�� 的一个新的最大红移类星体的发现以及红移���
�

�的类星体数目的增加
，

尽

管这些发现并不足以改变类星体的数密度随红移增大而下降的趋势
，
但仍然是值得我们注意的观测事实

�

这次会议是国际天文学联合会上百次序号学术讨论会在中国召开极有数的一次
�

在这次会议上
，
不仅中

国代表加强了与国际同行们的交流
，

而且中国代表提供的报告在数耸上和质是上都反映了中国宇宙学研究的

水平
。

有不少论文受到国际同行的重视和好评
�

�程福漆 周 又元�

��� ���������
’

��
�

���一��� �������恤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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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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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天文学会学术会议�序号���
�

太阳物理前沿学术讨论会

�����年�月
，

北京�

这次会议由中国天文学会太阳物理和 日地关系专业委员会主办
，
于����年�月加一��日在北京夭文台密

云工作站举行
�

十五个单位派出约��名代表
�

会上
，
北台副台长李启斌致欢迎词

，
��位代表宣读了��篇调研

和研究报告
。

为了使每位代表能了解太阳物理许多领域的前沿动态和开阔眼界
，

所有报告都安排在一个会场

中进行
�

报告内容综述如下
�

�
�

太阳活动区观测研究的新进展
。

在���和
“
火鸟

”
���������� 卫星上的空间太阳观测是近期取得突

破性进展的主要原因
�

多能带冬射线成像������观测确认了耀斑的环状结构
。

磁�电流环的相互作用导致

耀斑触发
，
软�� 射线来源于触发区

，
然后向环顶发展

�

硬 �
一

射线来源于环足
�

耀斑丫
、

� 和微波流量尖峰具

有一秒里级的时间同步事实否定了以往关于耀斑高能粒子的二次加速理论
，

揭示了高能电子和质子的一次同

耐加速性质
�

新的加速机制研究尚处在初始阶段
。

白光耀斑的光度变化与上述高能辐射流盆的时间相关性初

步被发现
�

由于它与粒子加速有关
，

有待进一步的考察
�

与太阳微波毫秒级尖峰爆发有关的粒子加速理论近

期取得了很快发展
。

�型爆发源可能处于行星际磁场的足根
�

这证实了以往的粒子传播理论
�

活动区矢量磁

场开始投入常规观测
，

资料还在不断改进中
�

它推动了活动区磁�电流环系的形态演化及其与耀斑联系研究的

开展
。

�
。
速度场观测用于考察色球上层活动体的动力学过程和物质抛射

。

碳高次电离的远紫外谱线������

用于观测色球一日冕过渡区的磁场和速度场
。

这表明人们正力图建立太阳活动区三维的动力学经验模型
�

理论工作与此相适应
，
��� 数值模拟正在开始使用横场资料

，
研究磁场扭转剪切和耀斑贮能� 解析解有多

源黑子近似
�

扭转的小磁力管的相互作用还用于解释日冕加热
。

活动区物理研究的进展推动了太阳活动的物

理预报
，
计算机及软件的开发为建立太阳预报的专门系统提供了可能性

。

�
�

日地关系研究的新进展
�

空间观测的发展使日地关系研究从统计相关和由地面观测推理的工作方式
，

进入了 日地物理机制研究的新时期
�

数以千计的科学家为考察和确立日地体系的整体和局部物理图像不断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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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越来越丰富的观测资料和理论模型
�

太阳物理
、

日地空间和地球环境科学的相互渗透和密切结合使前者获

得了新的动力
。

太阳一
天气学就是应运而生的新的边缘领域

。

利用电离层的细致响应研究太阳耀斑软 �一
射

线流童和能谱在国内取得了某些进展
�

�
�

宁静太阳和日震的新进展
�

日震是近年太阳物理突飞猛进的重要新领域
�

径向和切向震荡的本征频率

的测定可用于证认震荡的声波���和重力���模式
，

考察对流运动和太阳内部结构
�

重要的新仪器研制计刘

是由全球展荡网小组������制订的
。

预期的研究结果将对恒星物理产生重大影响
�

太阳大气中三种明显不

同对流尺度结构及其运动特征的新观测说明经典的宏观的混合长对流层理论已经落后
，

更完整的新理论还须

考虑对流和辐射传能的合理比例
�

太阳网络内双极小磁流元的浮现
、

下沉和磁对消现象等有意义的新发现
，

可

能用于解释单极磁区扩散的细致过程
，

将为改进太阳发电机理论提出新的任务
�

精确测里四个������参量的

轧廓及线心位移
，
导致千高斯的小磁力线管存在的观测推论

。

它与上述弱场的视频观测推论的分歧
，

将引超

超精细结构�
‘

、 心尸
�

�� 观测的需求
�

运用量子电动力学研究太阳偏振辐射转移问题是太阳光谱理论的新趋势之

一
，
可能导致新的磁场测最原理的提出

�

本次会议上的某些重要报告将在
《
天文学进展

》
上陆续刊登

�

由于 日地关系和太阳恒星方面的代表很少
，

有关的内容介绍未能展开
。

此外
，

在这次会议期间还召开了太阳活动第��周峰年工作座谈会
�

�丁有济
，
叶式辉�

��� ��������� ��
�

��� ��������� ��

����� ������� ��������
，
��������� �����

����� �����
，

�� ��立����

中国天文学会学术会议�序号���
�

天体测量学术讨论会

�����年�月
，
�右渔�

中国夭文学会
“
夭体测盖学术讨论会，’����年 �月��日一��日在陕西临渔举行

�

这次会议是天文地球动力

学专业委员会和星表天文常数专业委员会共同组织的
�

从事天体测盆
、

天体力学以及大地测里方面的专业工

作者��余人出席了会议
。

会上共提出报告��篇
�

会议主要内容是
�
���交流当前天体测�学科发展的新形势

，

新动态
，
预测今后若千年的发展趋势� ���讨论我国天体测量学科今后的研究课题���� 交流近两年中研究工

作成果和论文报告
。

会议认为
，
当前

，

天体测量学科发展的最显著的特点是
�
�� 实测技术全面更新

�

����
、

激光测距
、

空

伺天体测量卫星
、

光学干涉仪等技术的采用大大提高了实测精度和时空分辨率
�

经典地面仪器通过自动化
，

并配备光子计数
、
���等接收技术

，
也取得更高的精度和效益��妙学科理论全面更新

�

新技术的出现 和更高

精度的实测数据的取得
，
推动了理论的发展

。

天体测量学科的传统的理论体系
，
已经或正在被新的理论所取

代� ���天文学各分支之间以及天文学和地球科学各分支之间日益广泛深入的交叉
，
因而出现了许多新的边

缘课题和边缘学科
。

在这种形势下
，
我们应注意以下几方面

�
���从国内实际条件出发

，
有选择有重点地不断注意天体测量新

技术的研究
，
包括研制新仪器和改造现有仪器� �哟加强学科理论方面的基础工作

，

提高理论水平����依靠现

有仪器设备
，

开展有自己特色的课题
，
进一步做好为国家建设服务方面的工作

，
积极开展国际合作研究��幻

加强学科之间横向联系
，
扩大研究领域

，
逐步改变研究领域狭窄

、

课题拥挤的状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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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所交流的研究工作报告涉及到地球自转规律和机制的研究
，

地球自转参数服务工作
，
仪器的研制秘

改造
，

夭文地展
，
星表工作的方案

、

计划和实测
，
数据处理新方法等方面的课题

。

�赵铭�

��� ��������� ��
�

��� ������
����

��������
，
��������� �����

����� �����

中国天文学会学术会议�序号���
�

太阳大气动力学

�����年�月
，
苏州�

由中国天文学会太阳物理和 日地关系专业委员会举办的
“
太阳大气动力学讨论会

，，
于����年�月��日至

��日在苏州召开
。

这是全国首次关于太阳大气动力学的专题讨论会
。

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各天文台站
、

有关高

校及研究所等十一个单位的��位代表
。

代表们在会议上宣读了��篇论文
，
涉及以下六个方面的识 题

�
���太阳耀斑的剪切储能����耀斑能量的

释放机制� ���用光谱方法研究耀斑和日洱的动力学过程� �� �耀斑环�耀斑冕环�的动力学过程� ���射电爆

发的机制和模型� ��� 太阳大气中的其他动力学现象�巨针状物
、

过渡区
、
日冕瞬变等�

。

这些报告内容关系

到当前国际上太阳大气动力学研究的一些主要方面
，

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
，
显示出我国太阳物理研究在赶上

国际水平的路途中又取得了可喜的进步
�

会议采取大会报告的形式
�

代表们遵循
“
活跃学术思想

，
发扬学术民主

，
的宗旨

，
各抒己见

，
畅所欲言

，

对各篇论文进行了十分热烈的讨论
，

做到了在学术面前人人平等
，
打破资历

、
学历的限制

，
互相补充

，
互榴

启发
，
使会议真正起到了交流研究心得

、

互相促进提高的良好作用
。

会议还特邀紫金山天文台熊大润同志做了
‘

旧震学
”
的评述报告

，
引起代表们很大的兴趣

�

大家一致认为
，

对于这样一个太阳物理研究的前沿课题
，

我国应该尽早开展研究
，
希望科学院

、

国家教委和天文学会从人员

培训
、

经费和组织等各方面给予积极的支持
。

代表们反映这次会议开得高效
、

紧凑
，
收获较大

，
希望今后经常组织这一类专题讨论会

。

�方成�

��� ��������� �� ���

����� ��������� ��������

�������
，

��� �����

����� ������

作者来函照登
�
本刊�卷 �期��页��行

， “ �是天线到接收机的连线… … ”
应 更正 为

“ �是天线到舫 电源峥

连线…… ” � ��页图�中
‘
竹扩应更正为吧护

� ��页 �行
， “
银河 系

”
应 更正为

“
星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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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天文学会学术会议�序号���
�

中国天文学会普及委员会第五次

工作会议�����年��月
，
北京�

�蛇�年��月�日至 �日
，

中国天文学会普及委员会在北京召开第五次工作会议
�

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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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钓科学家和教授等
。

会议期间
，

普及委员会特邀了北京师范大学天文系副主任
、

副教授刘学富
、

北京天文台赵仁杨和北京大

学罗先汉等同志作专题报告
。

这些报告引起与会者的广泛兴趣
。

在这次会议上
，

第二届普及委员会主任陈晓中同志作了此届委员会任期间的工作总结报告
。

随后产生了

冲国天文学会第三届普及委员会
�

第三届普及委员会主任仍是陈晓中
，
副主 任 是杨建

、

周志 宗
、

徐世宗
�

第三届普及委员会委员共��人
，

委员中增加了一些年轻的同志
，
所以这次工作会议是天文学普及工作中承前

启后的会议
。

会议期间中国天文学会给第三届普及委员会委员发了聘书
�

第三届普及委员会任期至中国天文

学会第六次代表大会产生六届理事会后半年
。

会议期间
，

还制定了中国天文学会普及委员会
、
七

·

五
》
计划

。

对
《
七

·

五
》
期间�����年至����年�的观测

工作
、

组织建设和人才培养
、

学术和夏令营活动
、

出版刊物以及同地理界
《
地球概论

》
教学

、

普及和加强横向

联系等工作都作了具体规划
。

会议期间普及委员会还对 ����年日环食业余观测事项作了安排
。

计划组织全国各地天文爱好者就地观侧

�不可见地区不组织�
，
重点观测地点放在乌鲁木齐

、

太原
、

上海三地
�

会议还通过了关于成立中国青少年天文协会的建议书以及关于成立流星工作组的建议
。

会议还组织与会代表参观了北京天文台怀柔太阳观测站
。

�� ���������� ��
·
��� �季德盛�

��� ��� ������� �� ��� ��������������

�恤������ �� ��� ��������
，
��������� �����

�����������

中国科学院天文情报网会议

�����年�月
，
�临渔�

中国科学院夭文情报网于����年 。 月��一�� 日在陕西临渔召开了第一次
‘
中国夭文学文摘

》
编委

、

编辑会

议
。

会议决定
， ‘
中国天文学文摘

，
作为一种基础学科的系列检索刊物以季刊发行

，
并于����年第一季度正式

出版
。

编委们还提出应积极创造条件出版英文版
‘
中国天文学文摘

， ，

同时积极准备出版一期����年天文文摘增

刊
�

编委会由北京天文台
、

上海夭文台
、

紫金山天文台
、

云南天文台
、

陕西天文台
、

南京大学天文系
、

北京

师范大学天文系
、

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
、

北京天文馆
、

南京天文仪器厂
、

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

中国科昔研究

所
、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等��个单位的专家组成
。

编委会组成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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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编
�

李启斌

副主编
�
罗定江 柯大荣

编 委
�
王家龙 江书定 李 元

李德河 邹振隆 金文敬

郭乃竖 陈道汉 翁士达

蒋世仰 钱善揩

�王王莲�

��� ������� ����������� ����������� �������
�

��扭����� �����扭

��������
，
�即������ �����

��
�
�� �������

天文地展工作协调会议

�����年�月
，
北京�

受中国天文学会委托
，

由北京天文台召集的第一次天文地震工作协调会
，
千一九八六年五月中旬在北京

召开
�

参加会议的有我国各天文时纬台站及国家地震局
、

局分析预报中心的负责同志和科研人员
。

会议的中

心议题是如何组织力量更深入地开展天文经纬度观测异常与强震关系的研究工作
�

在三天的会议中
，
与会代

表认真听取和讨论了有关学术报告
，

肯定了发现强震前天文经纬度观测异常�即天文时纬残差异常�现象的意

义
，
及这项研究工作的发展前景

�

天文经纬度观测震前导常与时纬台站附近强震相关的现象
，

是我国在����年唐山大震后分析北京
、

天津

两时纬台站的资料发现的
，

十年来对国内外众多台站的时纬资料的分析研究
，
证实这一现象是普遍存在的

�

代表们认为
，
深 入研究天文时纬观测资料与地球物理现象的关系

，
是由经典时纬工作开拓出的一个新的研

究领域
，

且这种异常一般出现于震前数月
，
并与时纬台站附近�约���公里范围内夕的强震相关

，
它可作为一

种地震前兆现象
，

有可能成为从经典时纬观测产生强震短期预测的一种手段
。

天文经纬度观测异常所反映的

地方铅垂线变化
，
将能定量地描述地下物质的活动规律及大地水准面的精细结构

，
并使地球动力学与地球物

理学的研究内容更加丰富
。

这也正是这项研究工作受到国内外有关专家关注
，
并得到有关领导支持的原因

。

代表们经过讨论认为
，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的国家
，
有迹象表明目前已进入一个新的地震活动期

，
世界各

国对强震的短期
、

临震预测预报都还没有真正解决
�

因此如果能尽快为强震的短期预测增加一个新手段
，
是很

有实际意义的
。

为此代表们提出了加强现有天文时纬仪器观测
、

在北京天文台成立天文地震资料分析中心及

将来在可能发震地区建立试验观测站等六项建议
，

地震部门期望这项研究早日在强震预测中得到广泛应用
�

�北京天文 台地球动力学组�

������叩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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