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卷 第 �期

����年 �一 �月

天 文 学 进 展
���������� ���������

���
�

�
，
��

�

�����一����
，
����

夕
团
哥 术活动

中国天文学会学术会议�序号���
�

天文期刊编辑工作第一次学术讨论会�����年�� 月
，

昆明�

中国天文学会出版图书情报委员会于����年��

月��一�� 日在云南天文台召开了天文期刊编辑工作

第一次学术讨论会
。

北台
、

紫台
、

上海台
、

云台
、

陕

台
、

南京天仪厂和北京天文馆等单位的学报
、

台刊
，

有关学术出版物和天文科普期刊的专职编辑人员��

余人参加了这次讨论会
，

会上共收到学术和工作报

告��篇
。

这些报告涉及到四个方面的内容
��

�

如何提

高天文期刊的质量，�
�

天文期刊的编辑技术规范 ，�
。

学术期刊对科研的作用 ��
�

编辑工作的改革
。

与会代表对报告进行了认真的讨论
，
交流了各

刊多年的编辑工作经验
，
深入地探讨了天文期刊编

辑工作中一些共同性的编辑学术问题
。

“
自然科学期刊的质量观

”
和

“
天文期刊的编辑

技术规范初探
”
两篇报告

，
引起了与会代表们的很大

兴趣
，
并就这两篇报告开展了认真的讨论

。

讨论中代表们提出
，
目前我国天文期刊中所用

的文献名称缩写法不够一致
，
这对作者

、

读者和编者

都不方便
，
同时 也影响到刊物的技术质量

。

会议一致

委托
《
天文学进展

》
编辑部开展进一步的调查研究

，

草拟一份常见天文学期刊名称缩写法的初稿
，
再由

委员会征求各刊和有关专家的意见
�在此基础上

，

拟

定出常用天文文献名称缩写法试用稿
，
供国内同行

和各刊编辑部参考使用
。

与会代表一致认为
，
各天文台对夭文期刊工作

应进一步重视
�
希望进一步加强编辑力量

，
改善编辑

工作条件
，
切实贯彻中国科学院出版图书情报委员

会关于期刊编辑部设置的规定
，
并在办刊经费等方

面继续给予大力支持
。

昆明分院副院长章汉云
，

云南天文台副台长冯

和生和党委书记谭微松出席了大会开幕 式 并 讲 了

话
，

对会议表示了支持
。

会议期间
，

中国天文学会出版图书情报妾员会

召开了委员会会议
，
研究讨论了今后开展工作的方

向
。

一致认为
，

应在学术交流
、

技术培训及外事活动

等方面
，
发挥学会机构应有的作用

。

与会代表还在会议期间参观了云南省新华印刷

厂激光照排系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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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天文学文献情报网

年会�一���年��月
，

昆明�

中国科学院天文学文献情报网年 会于 ����年
‘ �月 �� 日至 �� 日在昆明召开

。

参加会议的有天文

文献情报网十六个成员单位的六十余名代表
。

院文

献情报中心派人参加了会议
。

中国科学院昆明分院

副院长张汉云及云南天文台党委书记谭微松
，

副台

长冯和生到会并讲了话
。

这次年会主要有三个内容
，
与会代表围绕这些

内容进行了汇报交流
，
热烈讨论和认真协商

，

使会议

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
取得了圆满的结果

。

一
、

网的成员单位汇报工作情况并进行学术交

流
�

根据 ����年陕西临漳年会的决定
，
在 ���了年

全网开展了五项重点工作
。

经过全体成员
一

单位的共

同努力
，
这些工作都取得了相当的进展

，
有了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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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
。

�
� 《天文学汉语主题词表

》 的编辑工作
�

这项工作在主编李启斌同志主持下
，
由北京天

文台
、

上海夭文台
、

云南天文台
、

陕西天文台
、

紫金山

天文台及南京大学天文系的一些同志组成的编制组

进行的
。

他们的工作得到了中国天文学会天文学名

词审定委员会的大力支持
，
也得到了数十位天文专

家的帮助
，

通过一年多时间的努力工作
，
编制出了

《
天文学汉语主题词表

》第三稿准备����年试用
。

�
� 《
中国天文学文摘

》 的编辑出版工作
�

《中国天文学文摘》 已按计划完成了 ����年全

年四期的编辑出版工作
。

全年共收录文 摘 ��� 条
，

引用的期刊已增加到���种
，
出刊质量在逐渐提高

。

�
。

图书情报微机管理系统的建立推广工作
�

侠西天文台编制的图书情报微机管理系统又有

了新进展
，

在通过鉴定的第一版的基础上作了推广

工作
。

他们举办了训练班
，
已有几十个单位准备采

用这套系统
。

新版本的研制工作和英文版版本的准

备工作也已在进行
。

紫金山天文台采用的一套微机管理软件系统正

在进行试验中
。

�
�

天文数据库的建立工作
�

北京天文台近年来引进了法国斯特拉斯堡恒星

中心的近百种恒星星表资料
，
已在台内的���计算

机上运行并提供使用
。
����年从美国引进天文学和

天体物理学月报索引磁带版
， ����年又从西德引进

了天文学文摘磁带版并已在��� 计算机上进行定

题服务
。

�
�

开展学位论文的搜集工作
�

这是天文文献情报网最近一年来开展 的 新 工

作
。

主要由北京天文台承担
，
网的成员单位给予了

大力支持
，
他们已在十二个单位搜集到博士

、

硕士学

位论文 ��� 余篇
。

为天文文献的搜集工作增添了新

内容
。

在年会上网的各成员单位还汇报了本单位����

年图书情报工作情况
，
同时宣读和散发了学术论文

��余篇
�

二
、

讨论确定了天文文献情报网 ����年的 工

作计划
�

经网的全体成员单位的认真讨论协商
，
确定了

����年的工作计划
，
其中有八项是全网的 重 点 工

作
。

�
�

继续做好
《
中国天文学文摘

》
的编辑出版工

作
，
提高出版质量

，

缩短出版周期
，
更好地为读者服

务
。

�
。

继续推动图书情报微机管理系统 的 推广工

作
。

�
�

����年将在北京
、

上海两地举办
“
主题法标

引学习班
” 。

�
�

为建立天文数据库继续做好工作
。

�
�

搜集学位论文列入网的常规工作
，
继续完成

���了年以前已问世的学位论文的搜集工作
。

�
�

开展
“
建立中外文书刊联合目录

”
的工作

。

�
�

进行
“

关于中国天文学领域文献资源布局的

调研
”
工作

。

�
。
����年至 ����年天文学文摘的补编出版工

作
。

三
、

年会上传达贯彻了
‘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网

络工作会议
”

精神
，
完善健全了网的组织机构

。

经过

协商
，
确定北京天文台为网长单位

，
上海天文台

、

陕

西天文台为副网长单位
。

根据文献情报网工作细则

的规定
，

建立了
“

天文文献情报网联络组
” ，
确定了网

的各成员单位的联络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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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天文学联合会第四次亚洲一太平

洋地区会议�����年，�月
，

北京�

����年 �� 月 � 日一 �日
，
国际天文学联合会第

四次亚洲
一

太平洋地区会议在北京召开
。

会议 由著

名的日本天文学家古在由秀 ��
�

������教授任主

席
，
中国天文学会理事长王缓珍教授任副主席

。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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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天文学联合会副秘书长麦克纳利 ��
�

��������

教授也参加了会议
。

中国科协名誉主席周培源出席

了开幕式
。

中国科学院秘书长胡启恒
、

北京大学副校

长罗豪才到会与各国学者见面
。

这次会议是国际天文学联合会系列 性 会议 之

一
，
是亚洲

一

太平洋地区天文界的一次多学科的学术

交流会
。

参加这次会议的学者来自�� 个国家 和 地

区
，

共有正式代表 ��� 人
，
包括中国代表 �� 人

。

中

国还有��位学者列席了会议
。

会上有特邀报告 �� 篇
，
宣读论文 ��� 篇

，
展示

论文��篇 其中中国有特邀报告 �篇
，

宣读报告��

篇
。

到会代表广泛深入地探讨了以下几个 方 面的问

题
�

�
�

太阳和太阳系 ，

�
�

恒星和银河系 �

�
�

星系和宇宙学
�

�
�

天体测量和方位天文，

�
�

东方天文学史
，

�
�

天文仪器，

�
�

天文教学
。

在会上提出的报告或论文反映出亚太地区天文

学在近期正在迅速地发展
。

夏威夷正在兴建世界最

大的光学望远镜旧本的天鹅
、

天马
、

火鸟等天文卫

星观测 �
澳大利亚

、

中国
、

印度等国一系列大
、

中型天

文设备的现状以及今年爆发的超新星�����的南天

观测和中微子探测
，

成为会上最关心的话题
。

恒星
、

星系
、

宇宙学
、

太阳物理
、

天体测量方面的研究也展

示了丰富的内容
。

东方天文学史是本地区的一项富

有特色的研究
，
很多学者表现了浓草的兴趣

。

天文

教育
、

天文术语研究也在会上引起了关注
。

学术论

文具有较高水平
。

会议还进行了有关亚太地区天文学 合作 的讨

论
。

讨论中关于创办亚太地区天文学刊物
、

亚太地

区天文教材交换
、

开展太阳峰年联合观测
、

长基线干

涉测量
、

变光天体联合连续观测等建议受到热烈响

应
。

成立了亚太地区天文杂志筹备工作组
，

建立了亚

太地区天文教材交换中心
。

会议期间还进行了双边

或多边的合作讨论
。

例如
�

中日射电天文合作
、

中国

太阳资料合作的讨论
。

这次会议对于我国天文工作有很大的收获
，
主

要有以下几点
�

�
�

充分展示了我国天文学近年来的成就
。

我国

代表提供的论文数占会议论文数的三分之一
。

我国

近年来新建成的一些大中型设备如太阳 磁 场 望 远

镜
、

毫米波射电望远镜
、

长基线射电干涉仪等
，
引起

了各国学者的关注
，
已有不少学者要求来我国进行

观测和联合观测
。

�
�

交流与合作广泛
，

有实际收效
。

这次会议我

国学者与各国学者接触面大
，
几乎每个领域都有人

对口讨论
，

讨论中形成了许多学者间的合作关系
。

如中日射电天文方面的合作讨论
，
将有利于我国学

者利用日本大射电望远镜的观测结果
。

中日太阳合

作讨论已导致世界太阳资料中心的一部分工作转移

到我国
。

会议文集将由新西兰天文学家�
�

�
�

����� �

����和北京天文台张尔和博士主编
，
由��������

出版社和科学出版社 联 合 作 为 厂����� �� �����
�

” 。 ��杂志的一期特刊在����年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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