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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地球自转参数服务的新组织

国际时间局 �泊���是 ����年建立的全球性的

世界时服务组织
，
����年为提供地球的极点坐标又

建立了国际极移服务组织������
，

自����年 �月 �

日开始
，
新建立的国际地球 自转 参 数 服 务 组 织

������将取代上述两个组织的职责
。

经典技术如摄影天顶筒
，
等高仪

，

光电中星仪

等测定世界时和极点坐标的精度分别为 �
�

�毫秒和

��毫角秒
。
����年以来发展的新技术如激光测卫

，

激光测月和甚长基线干涉技术的测定精度
，
相应提

高至 �
�

�毫秒和 �毫角秒
。

通过 ����年 �� 月至 ����年 �� 月的国际地球

自转联测
，

各种新技术的观测已走向正规化
，
测定

地球自转参数的精度已提高几倍
，

有的甚至提高达

一个数量级
，

所以新的服务组织宣布
，
在其工作中

只采用新技术的观测资料
。

����年 �月 ��日在美国喷气推进实验室召开

的国际地球自转参数临时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上
，

决定新服务组织的机构设置如下
�

领导小组下设中央局
、

三个协调中心和两个分

局
。
��� 中央局

�

负责综合各种技术测定地球自转

参数的资料
，
并定期出版刊物

，

现由法国巴黎天文

台
、
国家地理研究院和法国经度局联合承担， ���

激光测卫协调中心由美国空间研究中心负责
， ���

激光测月协调中心由法国地球动 力学中 心 负责
，

���甚长基线干涉测量的协调中心由美国大地测量

局负责
。

各协调中心负责该技术观测网 资 料 的 收

集
、

整理
，
提供给各分析中心使用

，
并综合各台站

的观测结果
，
及时送中央局

， ��� 地球自转快速服

务和地球自转参数的预测
，
由美国海军天文台和大

地测量局共同负责
� ��� 大气角动量归算分局由英

国气象局负责
。

领导小组的组成由中央局
、

三个协

调中心
，
��� 和 ����各推派 �名代表组成

，

共

计 �人
，
并推选一名任领导小组组长

。

各种技术的观测网和分析中心的情况如下
�

�
�

甚长基线观测网
�

全球有下述几个网络
。

��国际射电干涉服务的大西洋网�����
一� �

，

其中包括美国北极星计划的 �个射 电 站
，
西 德 的

�
�������和瑞典的 �� ����

，
负责单位为美国大地

测量局
。

��国际射电干涉服务的太平洋网�����
一��

，

其中包括美国的 ���������
，
��������

，

哈佛射

电天文台和 日本的 �����也� ，

负责单位为 日本水

泽天文台
。

��国际射电干涉服务的南半球网 �����
一

��
，

其中包括南非的 ������������ ��射电站
，

美国的

�
�������

，
�������� 和 欧 洲 的 �

�������
，

�“ ���，
由西德波恩大学的大地测量研究所负责

。

������� 网
，
由美国宇航局的 �个深空跟

踪站组成
，
美国喷气推进实验室负责

。

各国也正在筹备 本 国 的 ���� 网如 日本 的

���� 网
，
它是由水泽和石垣两地的射电天线组成

的
，

中国网将由上海
、
乌鲁木齐和昆明的射电天线

组成
。

分析中心有西德波恩大学的大地 测 量 研 究

所
，
日本水泽纬度站

，
美国喷气推进实验室

，

美国

大地测量局和上海天文台
。

�
�

激光测卫网
�

除了 ��个台站组成的全球网

以外
，
还有以美国宇航局为首的 ���� 网

，
苏联

和东欧国家组成的 ����������� 网
，
欧洲的 ����

网和 我 国 由上海
、

长春
、

北京
、

广州
、

昆明
、

郑

州
、

武汉等地激光测距仪组成的网络
。

分析中心有

美国空间研究中心
，

荷兰德尔夫特大学
，
西德大地

测量研究所卫星测量组
，

苏联和东欧国家 �时��
���

�

��� 卫星网的分析组
，
日本水道部

，
上海天文台

，

意大利帕多瓦大学
，
东德地球物理中央研究所

。

�
�

激光测月网
�

现有美国夏 威 夷 的 ��� ���

���� ，
麦克唐纳天文台

，
法国地球动力学中心

，

澳

大利亚的 ���
���� ������开展 测月工作

，
今后西

德 ������� 也可能 做此工作
。

该资料的分析中心

有法国地球动力学中心
，
美国喷气推进实验室

，
上

海天文台
，

美国得克萨斯大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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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年 �月 �日开始
，
新的服务机构将正式

运转
，
提供精确的地球自转参数

，
以满 足 大 地 测

量
、

宇宙航行和科学研究的需要
。

在科学技术日新

月异的今天
，
空间射电干涉技术

，

皇载 激 光测 距

仪
，
光学干涉仪已列入研究计划

，
有的已进入实验

阶段
，
相信今后还将有更新的技术来代替现有的技

术
，

各国科学家将不断对现有和今后的国际地球自

转参数服务作出贡献
。

金文敬据 ����临时领导小组

第三次会议 纪要整理

��� ������������ ������

�����
�������

中国天文学会学术会议�序号 ���
�

����年射电天文学术讨论会 �����年 �月
，

上海�

由中国天文学会射电天文专业委员会
，
上海市

天文学会和上海天文台联合举办的
“
����年射电天

文学术讨论会
”
于 ���� 年 �月 �日至 �日在上海天

文台举行
。

有来自全国 �� 个单位的代表共 ��人参

加
，
提交的学术论文报告共 �� 篇

。

这次学术讨论会的主要目的是交流近一
、

二年

来射电天文界所取得的研究成果
，
同时为

“

亚太会

议
”
的召开进一步作好学术准备工作

。

提交会议的

学术论文报告范围广泛
，
内容丰富

，

可分为下列五

大类
�

�
�

三大射电天文设备的进展报告包括
�
��� 上

海天文台 ����系统�钱志瀚�
� ���毫米波射电望

远镜进展报告�韩溥�
� ���米波综合孔径射电望远

镜的进展报告�陈宏异等�
。

�
� “
亚太会

”
论文报告�英语�包括

�《� 哈雷彗

星的经基射电谱线观测�罗先汉等�
， ���南煤袋暗

云中的一氧化碳 �王 京 生
，
�

�

�
�

����������

��������星 的 运动学结构�孙锦
，
�

�

�����，

�������测定地球自转参数的稳定性�罗时芳
，
郑

大伟�� ��� 巨射电星 系 ���连�天 区 的 ������

巡天�钱善楷
，
魏名智�

� ��� 由电离层引起的相位

变化�郑怡嘉�
。

�
�

交流 报告 包括
� �” 第二届全国射电天文

仪器技术讨论会 简 介 �谢瑞祥�， ��� ����年 �月

��日 日环食射电多波段联测选题及观测�纪树臣
，

刘炎�
。

�
�

论文报告包括
�
��� 在亚太地区进行 ����

试验对于天文学和地球动力学研 究 的 意义 �钱志

瀚
，
张 云 飞�， ���致密射电源结构对基线测量精

度的影响�张福俊�
， ���射电干涉仪互调分量的分

析�纪志浩�� ���应用 ������� 统 计 量 作 ����

基线分析的可信度检验�张云飞
，
川 口则幸�， ���

����钟 性 能模型的最佳识别�郑大伟
，
罗时芳

，

�
�

�
�

�������， �������观测确定地球自转的

高频变化�郑大伟
，
罗时芳�

， ���国际射电干涉仪

观测资料的新处理�罗时芳
，
周 瑞 仙

，

薛 祝 和�
�

��� 甚长基线干涉测量中仪器对测量精度的影响�纪

志浩�
���� 宇宙射电展源非偏振背景辐射的质偏振

转化过程的研究�朱含枢�
，���� 来自恒星形成区的

强脉泽辐射�周震浦�
， ����展 示 银河系分子谱线

巡视结果的一种新方法及应用一例�向德琳�
， ����

���电子基态势能曲线的从头计算�李守中�，����

猎户座 ��区的 ��� 辐射�曾琴
，
孙锦

，
屡国芳�

�

�������� 变 星 拱星包层速度流场的二流模型�俞

志尧�， ������个 南 天
、

暗星云的高速度分辨率射

电观测�王京生�
， ����用于 ���� 羚 基谱线观测

的自相关 频 谱 仪 �周体健
，
罗先汉

，
姚 德一

，
杜

声浮�， ���� 射电脉冲星 的演化
� 尸

，

户数 据 的

分析�王阳生
，
陆谈�， ���������天区米波综合

孔径观测的成图分析�魏名智
，
钱 善增�

� ����射

电天文中电离层折射的计算和改正�柴燕
，

韩文炊�
�

����米波综合孔径中的传播效应�韩文故�， ����

���退�的射电频谱�纪树臣
，
�

�

�
�

������， ����

太阳微波爆发的发射机制及其源的演化�赵仁扬�，

����太阳渐变型微波大爆发的频谱特征�姚金兴�
�

����射电日冕亮点�傅其骏�， ���� ����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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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太阳地面观测和戈达德硬�射线爆 发 的 相 关

�邹仪新
，
陈传乐

，

刘玉英�
， ��的 太阳微波爆发的

形态分析�马媛
，
罗先汉�， ���� 皿型 爆发源 和电

子束抛射�纪树臣
，
�

�

�����， ����色球耀斑前的

射电活动�夏志国�，���� 日冕中的损失锥不稳定性

和波
一
波相互作用�刘绪昭�， ��的 日冕 型 恒 星 宁

静微波辐射的一种产生机制�李宏为
，
�

�

�������
�

����为 ���� ���一�����
� 太 阳 射 电声光频谱仪

�王京生等�， ����宇宙脉泽源 新发现�郑兴武�
，

�����
�����经基脉泽源的 ��� ����观测和

研究�郑兴武�， ����三波段 太阳 射电高时间分辨

率同步观测系统的试观测�谢瑞祥等�
。

�
�

评述报告包括
�
�” 脉冲星

，

中子星和磁场

�陆谈�， ���最大嫡方法在射电天文中的应 用 �吴

乃龙�， ���视超光速源 ��连�或
�

�的 特殊性 �吴盛

殷�，���来自恒星形成区的强脉冲辐射�周震浦�
乡

��� 十厘米太阳射电快速活动观测研究的回顾和展

望�金声震等�
， ���微波毫秒 ����

�
爆发的近来研

究�赵仁扬等�
。

会议期间
，
代表们就三大设备今后的选题

，
课

题论证
，
向全国开放以及管理使用等共同关心的问

题进行了讨论
，

希望尽快发挥三大设备的效益
，
及

早取得高质量的天文观测与科研成果
。

与会同志认为
，
这次会议是一次成功的会议

，

也是一次高效率的会议
。

会议还就今后射电天文方

面的学术活动进行了酝酿
，
初步拟定 了 ����年 准

备组织的专题讨论会的项目
。

�吴怀玮�

������������ ��
�

�������

�������������� ����������������

���
，
��������� �����

��� ��������

中国天文学会学术会议�序号 ���
�

恒星和行星物理学术讨论会 �����年 �月
，

上海�

为促进学术交流和准备亚太会议
，
����年 �月

��日一�� 日在 上海市金山县由中国天文学会恒星

和行星物理专业委员会
、
上海市天文学会和上海天

文台联合举办了第二次全国恒星和行星物理学术讨

论会
。

来自全国各地 的 邪 名 学者参加了会议
。

会

上宣读了 始 篇学术报告和 �篇邀请报告
。

会议学术交流报告的范围广泛
、

内容丰富
，
包

括密近双星
、

行星
、

各类变星
、
�� 星

、

星 团 和恒

星动力学等领域
。
主要内容有

�

�” 银河系结构和动力学常数新值及 其 影 响

�李竞�， ��� 乃���变星 �蒋世仰�
， ���激变变星

研究进展�张尔和�， �幻 晚型恒星的宁静微波辐射

�李宏为�， ���分子云中的恒星形成 �宋国玄�
，

��������度�的 ���卫星 ���观测�莫静儿�
，

�” ����后的红外天文进展�胡景耀�
， ��� 恒星

自转测量�谭徽松�， �黔 造父变星基本参量测定的

现状 �万籁�， ����� ��� 型双 星 ����� 的 光

电侧光�张荣显�
， ����分光双星天龙座 �的视向

速度观测和新分光解�陆文贤�
， ����食 双 星的分

光轨道解
�
��� ��

。

�����陆文贤�， ����相接双

星 �� � ��
�

����的测光研究�刘学富�， ������

��� ����一����年食的光电测光�郭子和�，����食

双星 �����
�

一个由大质量子星向小质量子星转移

质量的双星�张周生�
， ����长周期密近双星�李宗

云�，������ 在��双色图上的位置�胡景耀�，����

�� 星红外辐射特征�周旭�， ����������一���� 天

体的流体动力学模型�严俊�
， ��。�哈雷 彗星 的彗

核分裂现象�郑家庆�， ����大麦哲 伦 云 超 新 星

������李竞�， ���� 天鹅区的四色 照 相 测 光�李

竞�， ��������云的动力学演化与恒星摄动�郑家

庆�
，����非守恒密近双星演化�陈海林�， ����武

仙座 �一�吸积盘的进动与 ���开关周期�乔国俊�
，

����宁强碳质球粒限石的研究�王思潮�
， ����哈

雷彗星近核区的研究�王思潮�，�������
����彗星

�扭 彗发�胡中为�， ����太阳风与彗尾方向的相互

计算�武志贤�， 招��用 比较行星学的方法剖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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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和其他行星的共性和个性�蔡吉�乡����分子云中

����源的特征�木村博�� ���� ����源 的 光 学

近红外观测�刘彩品�
， ���� ����红外 源 表中行

星状星云在深空天图上�向学余�， ����船帆 座 ��

平方度天区内的近红外天体�肖真�， ���� ��颗 ��

星的线偏振测量�黄磷�
， ������ 星 �郭 筱 贞��

����著名 ��星 ���� 的 光 谱 变 化 �高 为 是��

���� ���� 星 气壳线的视向速度变化�郭玉莲�
�

���� ����年 �月 ��日大角星短 时 标 色球活动的

观测�秦松年�
� ������� �����新发现的行星状

星云�研究�刘继英�多 ����球状星团动力学和球状

星团系统的一些问题�王 茹 嘉�
， ���� 疏 散星 团

��� 的维里质量�赵君亮�
， ����天琴 ��型 变星

的绝对星等�赵君亮�
， ����月 球 边缘不规则性对

掩星观测的影响�钱伯辰�， ����白矮 星三角视差

测定�王家骥�
� ����紫金山 天文台数据处理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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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夏剑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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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新星光谱�黄长春�， ������ 星 ����� 的 ���

观测资料的分析研究�陈海骑�
，����耀星和其他变

星的 ��年观测总结�孙益礼�一 ����� ��� 双星

� ���的 光 变曲 线和 视向速度曲线的同时解�翟

迪生�� ���������一�������光谱仪试观测�陈亚

锋�等
。

这些论文基本反映了国内近年来在恒星和行星

物理研究上取得的进展
。

会议期间与会代表对今后我国恒星和行星物理

工作进行了讨论
，
提出了许多宝贵建议

。

会议在全体

与会代表的努力下
，
取得了比较完满的成功

。

�翟迪生�

������������ ��
�

����������

�� ������������������������
，

����������

��� ��������

纪念牛顿 《原理 》 出版三百周年大会

今年是英国伟大的物理学家
、

数学家和天文学

家牛顿的巨著 《 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
》 �以下简标

《
原

理
》 �出版三百周年

。

该著作奠定了近代科学的基础
，

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划时代里程碑
。

在中国科学技

术史学会
、

物理学会
、

数学会
、

天文学会
、

光学会
、

力

学会
、

化学学会
、

自然辩证法研究会
、

中国物理学会

下属引力和相对论夭体物理学会共八个学会的九个

学术团体联合举行纪念牛顿
《
原理

》
出版三百周年

。

纪念大会于九月一 日在北京科学会 堂 隆 重 举

行
。

人大副委员长严济慈
，
科技界领导人

、

老一辈

科学家周培源
、

钱学森
、

钱临照出席了大会
。

英国

驻华使馆文化参赞 �����������
先 生 和 发 起

单位的九个学会理事长参加了大 会
。

纪 念 大 会

由 中 国 物 理学会理事长黄昆主持
，
周培源致开幕

词
。

钱临照作
“

牛顿及其
《
原理

》 ”
的报告

。

钱学森
、

��，�� ������ 先生先后讲了话
，
严济慈副委员长作

闭幕词
。

在大会上作报告的还有 王 大 晰 �牛 顿 光

学�
、
于光远�教材

、

学校制度和社会进步�
、

李文林

�牛顿数学成就及其对现代科学的影响�
、

朱照宣�牛

顿力学�
、

戴念祖�牛顿在中国�等
。
在这个纪念大会

的前后各一天
，
召开了有关牛顿的科学成就与哲学

思想的学术讨论会
，
充分表明我们对历史上科学家

的尊重和敬仰
。

这次大会对促进我国科学界解放思

想
，
贯彻学术上百花齐放

、

百家争鸣的方针
，
对加

强国内外科学交流都是有深刻意义的
。

同时
，
对于

正在科技界献身的所有科技人员也是个鼓舞
。

出席这次纪念大会的代表有来自全国各地的科

技工作者 ��� 余人
，
收到论文近 的 篇

。
在学术 讨

论会上作报告的有 孙小礼 �牛顿哲学当中的推理法

则�
、

阎康年�牛顿引力思想与上帝观�
、

方励之�关

于引力研究进展�
、
赵匡华 �牛顿与近代化学�

、

刘

辽�从牛顿宇宙观到爱因斯坦宇宙观�
、

郑学塘 �万

有引力定律与海王星
、

冥王星的发现�
、

阳兆祥�牛顿

绝对时空的再认识�等
。

经过学术讨论
，
与会代表一

致认为
，
我国科学技术界要和世界各国开展更多的

学术交流
，
互相学习

、

取长补短
，
要发扬我国的科

学传统
，
发展和提高我国科学技术队伍及其素质

，
团

结奋斗
，
为我国的科学和生产的振兴而努力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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