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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星系讨论会

�����年 �一 ��月
，
承德�

����年 马月” 一��月 � 日在承德市举行了 中日

星系讨论会
。

这次双边讨论会是在中国天文学会的

支持下
，
由北京师范大学天文系承办的

。

参加会议

的代表��人
，
其中日方代表 �人

，
中方代表��人

，

美国天文学家������和黄焕延正在国内讲学
，
也

应邀参加了会议
。

提交会议的论文共��篇
。

这次会议的特点是小型化
、
专业化

，

会议开得

实实在在
，

参加会议的代表大都提交了论文
，
所有

的论文都做了报告并进行了讨论
。

由于出席会议的

代表全部是活跃在第一线上的中青年天文学家和在

读研究生
，
因此提交的论文反映了这一研究领域里

当前最活跃的一些课题
，

例如
�
类星体和活动星系

的观测和理论分析
，
宇宙的大尺度结构

，
日本刚发

射的
“
银河

”
�射线卫星的最新观测结果

，
超新星和

�����等
。

许多论文报告后引起了热烈的讨论
。

会后准备出一本论文集
，
发送 世 界 各 大天文

台
。

参加会议的代表有不少是国内外知名的天文学

家
，
如南京大学校长曲钦岳教授

，
北京夭文台方赌

之教授
，

北京师范大学何香涛教授
，
日本木曾天文台

台长石田蕙一教授
，
京都大学天文系主任小慕智一

教授等
。

会议代表一致认为这次会议开得成功
，

富

有成果
。

会议期间
，
双方代表还讨论了今后合作的

各种途径
，
并建议下次会议于����年在日本举行

。

这次会议得到了中国天文学会
，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会
，
国家教委高校科技开发公司和南京大学的

帮助
，
同时也得到了国内各兄弟单位的支持

。

北京

师范大学的领导以及外事处
、

科研处等单位也给予

了大力的支持和帮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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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天文工作者署期学术研讨班

�����年�月
，
昆明�

第四届全国青年天文工作者署期学术讨论班于

����年�月��日在昆明举行
。

这次研讨班是在中国

天文学会直接领导下
，
在云南天文台

、

中国天文学

会全国青年天文工作者联谊会 �其前身为中国青年

天文学家联合会�
，
以及我国天文界同行的共同努力

下召开的
。

来自各个夭文单位的六十多名青年天文

工作者参加了这次研讨班的活动
。

有十位中
、

老年

天文学家为参加者作了精彩的特邀报告
。

大家还分

专业举行了学术报告会
，
并参观了云南天文台的部

分天文仪器
。

在研讨班上
，
有近五十 名 青 年天文

工作者作了报告
。

这些报告涉及夭体物理
、

夭体测

量
、

天体力学和天文仪器等分支学科
，
与会者就这

些报告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和交流
。

在讨论班期间
，
年轻的夭文学工作者还赴西双

版纳进行了 �天的社会实践和让会调查活动
。

在昆明期间
，
来自全国各天文单位的��名代表

参加了中国天文学会全国青年天文工作者联谊会第

二届代表大会
，
他们代表联谊会的���多名会员

，
推

选出新一届联谊会委员的委员共十名
。

这次研讨班加强和促进了全国各地青年天文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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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之间在学术研究方向上 的联系
、

交流和合作
，

增进了青年天文工作者之间的了解和友谊
，

为将来

的合作与发展打下了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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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仪器与技术

�����年�月
，
�在撞�

中国天文学会夭文仪器与技术专业委员会第七

次学术报告会于����年 �月 �一 � 日在陕西省临渔

召开
。

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全国八个单位的��名代表
。

会议由天文仪器与技术专业委员会主任 李 德 培 主

持
，
陕西省天文学会理事长

、

陕西天文台台长苗永

瑞到会并讲话
。

在会议上宣读了 �� 篇学 术报告
，

介绍和评述了国际上天文仪器与技术的发展动向
，

交流了我国在天文仪器与技术方面的 新成果
、

新论

文
� 其中介绍已制成 的 天 文 仪 器

，
�������

、

���

等新器件的应用
，
微型计算机在天文仪器中的应用

以及仪器自动化等方面的文章占大多数
，
这反映了

新技术在天文仪器中的应用已得到各单位的重视
，

并取得不少可喜的成果
，

会上还评述了各天文台
、

站几十台�套�国产的天文仪器以及附属设备的使用

情况
。

与会代表对学术报告进行了热烈讨论
，
探索

新问题
，
互相交流

、

共同提高
。

代表们还对中国天

文学会天文仪器与技术专业委员会今后的工作提出

了建议
。

学术报告会结束后专业委员会举行了会议
，
对

国际天文学联合会第四次亚太地区会议应征的天文

仪器专业的��篇研究论文进行了评选
，
向中国天文

学会提出了推荐
、

评审意见
。

会议建议天文仪器与技术专业委员会第八次学

术报告会于����年下半年召开
，
请上海天文台筹备

会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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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导航定位和卫星动力学

�����年��月
，
掀县�

在中国夭文学会
、

中国测绘学会
、

中国电子学

会以及院数理化局天文处���工作组的支持下
，
中

国天文学会卫星动力学专业委员会
，
中国测绘学会

大地测量专业委员会和中国电子学会导 航 学 会 于

����年��月��日至 �� 日在安徽狱县
，
联合举办了

‘
卫星 卫

》 。

中国科学院
、

国防科工委
、

空军
、

国家测绘局
、

总参测绘局
、

国家地震局
、

电子工业部
、

航天工业

部和国家教委等部门所属的有关研究所和大专院校

等��个单位的��名专业技术人员参加了会议
。

会上

宣读了药篇特邀报告及学术论文
。

卫 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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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确定了三个主题
�

�� 利用���卫星的导航定位�

���利用同步卫星的导航定位�

���其他卫星动力学有关问题
。

会议报告和学术论文涉及面很广
，
包括 ���技

术
，
���应用

，
���的数据处理

，
��� 的轨道计

算 � 同步卫星的定轨
、

导航
、

观侧方法� 以及 其他

卫星的轨道计算
、

资料归算等问题
。

会议除了学术报告外
，

还组织了
《
卫星导航定

位和卫星动力学
》
专题讨论会

。

代表们详细分析了

当前国内外卫星导航定位的形势
，

探讨了建立我国

卫星导航定位系统应该采取的方针
。

大家认为
�

充

分利用我国同步通讯卫星的能力
，
发展我国卫星导

航通讯系统是必要的
，

切合实际的� 另一方面
，
���

导航定位系统代表国际上无线电导航定位的最先进

太平
�

为了更好地为国内高精度用户服务
，
我们必

须充分利用���资源
，
跟踪 ��� 这一国际先进水

平
，

鉴于我们得不到 ��� 卫星的 � 码及精密星历

表
，

会议呼吁要重视���轨道训
一

算问题
。

代表们普遍反映
，
儿个有关的学会一起组织学

术讨论会
，
有利于学术讨论的深入

，
加强了学科之

间的联系
，
丰富了学术报告的内容

，
尤其是对研讨

学科发展方向以及各学科之间在学术研究上互相协

调等问题非常有益
。

这次三个学会联合举办学术活

动是一次有益的尝试
，
值得今后继续推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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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天体测量望远镜
、

��米射电望远镜

揭幕式在佘山举行

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在适逢建台 �� 周 年之

标
，
于����年�月��日在佘山为新建成的两架重要

天文观测设备—�
�

��米光学夭体测量咀远镜和��

米�厘米波�射电望远镜举行了隆 重的揭幕仪式
。

全

国政协副主席
、

中国科协名誉主席周培原和上海市

副市长倪天增
、

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岳致中一起为

揭幕式剪了彩
。

上述两大设备的建成
，

为今后开展

广泛的国内国际合作提供了现代化实测手段
，

将为

推动我国天文事业的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

这是我国

天文界的一件大事
，
引起国内外专家同行的关注

。

中国科学院及其上海分院
、

上海市府
、

市科委等有

关领导
，
全国天文界

、

测绘界前辈
，
以及各兄弟台

站
、

研究所
、

有关高校均应邀派出代表出席了这次

揭幕仪式
。

此外
，
美国海军天文台原台长

、

航天局

地壳动力学计划负责人
、

日本电波研究所所长
、

宇

宙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等外国专家也应邀来沪参加了

揭幕式
，
访问了上海天文台

，
并具体洽谈今后开展

联合观测和合作研究的有关项目
。

�
�

弱米天体测量望远镜和��米射电望远镜均为

我国目前 口径最大的天文观测设备
。

研制上述设备

是中国科学院近年来给予特别支持的重 点 工程项

目
。

上海天文台受中国科学院委托
，
与国内有关单

位紧密协作
，

前后分别经过约�年和 �年的不懈努

力
，
终于按计划完成了研制任务

，
井 工����年上半

年同期在佘山观测基地结束了安装调试工作后
，
随

即投入试运行
，

开始试观测和试联测
。

试用结果表

明
，

仪器运转正常
，

性能稳定
，
基本具备了正常运

行的能力
。

�
�

��米天体测量望远镜主要用于测定恒星的三

角视差
，
研究恒星的空间分布及其演化

。

纪以适当

的终端 没备
，

还可进行近题星和其他恒星的天体物

理研究及基本参量的测定
。

望远镜在试运厅期间
，

已经正式拍摄了猎户座大星 云
、

仙女座星云
、

���

球状星团
、

员星团及其他大体的照片数十张
。

��米射电望远镜是上海 ����站的吸要观洲设

价
。

它主要用于基线参量的精了颇则定
、

地球自转参

数测定
、

板块运动检测
、

地震研究
、

射电原定 位和

射甩源精细结构分析等
。

�亥没备自充 戈女装椒试任

务以来
，
已基本投入正常运仃

。

到揭
�

幕时为止
，
已

先后在�
�

���
、
�

�

���
、
����等波段上

，
分另��与日木

、

美国和欧洲 ����网正式进行了多次国际 ����联

测实验
，
以开展基线测定

、
�� 谱线分析

、

射电掠

高分辨率研究等
。

自� ��米天体测量望远镜和�� 米射电望远镜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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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后
，
上海天文台将继续努力

，
使设备进一步完善

。

同时
，
注意加强组织管理

，
并坚持向国内外开放

，

欢迎有关专家同行前来共同使用
，

开展合作研究
，

为天文学的发展而共同努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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