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卷 第�期

����年��一��月

天 文 学 进 展

�������� �� ���������

���
。
�

，
��

。 理

���
。
一���

。 ，
����

护�月�月�佣卜时月卜日卜���扣�卜�

学术活动
翻�卜�卜�卜�卜，卜￡冬帐卜韶卜昌件砚习浮

中国夭文学会学术会议 �序号���
�

天体力学前沿课题研讨会 �����年�月
，
建德�

由中国夭文学会天体力学专业委员 会 主 办 的
“
天体力学前浩课题研讨会

”
经南京大学天文系

、

江

苏省天文学会积极筹备
，
于 ����年 �月 �汪 日玉 ��

日在浙江省建德县召开
。

来自科学院和高校等 �个

单位的代表��名
。

他们都是活跃在我国天体力学各

领域的专家和青年科技工作者�包括博士
、

硕士研究

生�
。

会上就天体力学基础理论研究
、

太阳系大行星
、

小行星
、

卫星和彗星的运动研究
，
计算机的应用 以及

参考系等间题提出了 �� 篇报告
。

主要内容有
�

���月球运动的新引力效灾�易照华�
� ���小行

星空间分布特征与轨道共振�刘林�
����现代编厉工

作现状�李能耀�
����关于惯性参考系问题�李令怀��

������方法在轨道研究中的应用�韩滔�
� ���均匀

旋转非球形地球及地球�
�

项的相对论效应分别对其

中实验质点轨道的影响�程宗颐�
����轨道共振态的

结构稳定性问题 �刘林�， ���双曲扭转映射的一种

有摄扩张�严志明�
�������

，，在轨道共振研究中的

应用�廖新浩�，�������变换在保面积映射中的应用

�刘向军�，����行星运动方程的数值积分问题�张家

祥�
� ����土卫八的太阳周期摄动�沈凯先�

� ����万

休问题中动量矩的演化�刘杰�� ����多导多步数值

方法�黄天衣�
� ����计算机在天体力学的分析级数

展开中的应用�张捷�
� ����快速计算 日

、

月位置�林

钦杨�
� ����恒星摄动与 ���� 云的动力演化�郑家

庆�
。

会上代表们对上述报告进行了热烈讨论
，

特别

是青年科技工作者
，
他们畅所欲言

、

各抒己见
，
使会

议始终充满着活跃的气氛
。
与会代表一致认为这次

讨论会为今后的选题提供了有益的信息
。

同时说明

了尽管天体力学是天文学的一个古老分支
，
但她仍

在向广度和深度发展
，
与数学

、

力学
、

天体物理等领

域的联系也愈来愈密切
，
研究工作也将愈来愈活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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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天文学会学术会议�序号���
�

太阳动力学光谱讨论会�����年�月
，
建德�

中国天文学会太阳物理与日地关系专业委员会

委托南京大学天文系和云南天文台主办的太阳动力

学光谱讨论会于 ����年 �月 ��日至 �� 日在浙江省

建德举行
。

来自全国各天文台
、

天文站
、

高等院校等

单位的代表共 �� 位
。
他们发表了评述报告

、

宣读了

学术论文
。

评述报告有
����太阳大气动力学过程的光谱诊

断�叶式挥�
� ��� 耀斑前暗条的间歇式扭绞 �林元

章�， ��� 耀 斑 大 气动力学过程及其光谱诊断 �方

成�， ���孟
工。 �。 。
谱线的观测和研究�尤建沂�， ���光

球光斑分光研究近年来的进展�堵锦生�，���非均匀

湍流场对太阳线光谱的影响�陈彪
，

会上散发�
。

论文报告有
��������年 �月 �日 ���活动区多

波段快速扫描光谱的观测�李如凤�����二维多波段

太阳光谱仪�宣家余�
����太阳活动区磁场二维观测

方法的改进 �钟树华�， ��� 湍动场对 �����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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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章振大�， ���太阳黑子半影模型的研究�丁

明德���������年 �月��日耀斑环琪的 �一����

观测研究 �李秋莎�
� ��� 耀斑大气动力学的�

。
和

�� �� 线诊断�方成�� ���耀斑的等离子 体 结 构

�林隽�，�������年 ��月 �� 日日饵的研究�亚 ��胡

菊������两种光谱分析方法的比较�张其洲�， ����

� 。
耀斑后环的动力学过程 �许敖敖�

。

代表们对各个报告进行了认真
、

热烈的讨论
。

这

些报告令人信服地表明
，

光谱诊断方法不仅是研究

太阳上各种客体物理参数的重要手段
，
更是定量地

研究太阳上各种动力学过程的强有力工具
。

这些报

告
一

也生动地说明近年来在我国太阳光谱研究上已经

取得了可喜的进展
，
特别是对动力学过程的研究已

成为重要的主攻方向之一
，

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太阳

物理工作者的注意
。

一些青年科技工作者在会上也

作了水平较高的报告
，
受到了好评

。

代表们还交流了各单位太阳光谱工作的进一步

打算
，
并讨论了即将来临的太阳 �� 周峰年期间各单

位工作的协调和合作事宜
。
一致认为

，
为了更完整

地搞好 �� 周活动峰年的研究
，
自动扫描 �。

偏带观

测
、

快速二维光谱观测
，

磁场
、

速度场
、

单色光和光谱

的联测
，
凡���

。
光谱和单色光观测以及白光耀斑的光

谱和多波段观测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经与会代表的努力
，

会议取得较完满的成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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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天文学会学术会议�序号���
�

中国夭文学会普及委员会第六次工作会议 �����年�月
，
北京�

中国天文学会普及工作委员会第六次工作会议

于 ����年�月 �� 日至 �� 日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
。

出席这次工作会议的代表共��人
，

分别来自全国各

天文单位
，
有关大学

、

省
、

本 地区科协
、

地方天文学

会普及委员会以及有关天文馆
、

青少年宫�科技站�
。

会议特邀了紫金山天文台刘宝琳研究员及中国天文

学会理事
、

北京师范天学冯克嘉教授作了学术报告
，

与会代表很受启发
。

中国科协项苏云
，
在会议闭幕式时

，

到会看望了

全体代表
，
并与青少部刘天骥一起为日环食业余观

测评比获奖单位授奖
。

会议期间
，
中国天文学会普及工作委员会主任

陈晓中同志
，

代表委员会向大会作了第五次工作会

议以来天文普及工作报告
，
代表们对普及委员会的

工作所取得的成绩表示满意
。

各地方天文学会
、

青

少年天文爱好者协么 少年宫�天文部分�
、

青少年天

文观测站等汇报了 �年来的普及工作
，

尤其是总结

交流了 ����年 �月 �� 日日环食业余观测的工作经

验� 会议专门对全国青少 年 ����年 �月�� 日日环

食观测成果作了总评
。

经专家们认真
、

细致地评选
，

评出了 �� 个先进集体
，
照相观测评出一等奖 �个

，

二等奖 �� 个
，
三等奖 �� 个

�
天文小论文一等类 �

篇
，
二等奖 �� 篇

，
三等奖 �� 篇

。

此外还有 “ 个单
位获得鼓励奖

。

通过这次日环食观测成果的总结评

比
，

可以看出我国青少年天文爱好者的观测水平较

哈雷彗星观测时有 了显著的提高
，

同时形成了�支
�

较为稳定
、

训练有素的青少年天文辅导员队伍
。

中

国天文学会普及委员会对此感到高兴
。

会议经过热烈讨论
，
提出今后天文普及工作设

想
。

决定今后将寻找新彗星
、

新星
、

流星的照相观

侧
、

天文摄影和 ����年太阳活动第 ��周峰年观耐

太阳黑子列为重点观测项目
，

每年组织一次全国性

评比
。

对于寻找新彗星
、

新星的观测
，
一旦经我国天

文爱好者发现
，
并得到国际天文学联合会承认的首

次发现者
，

将报请国家有关部门
，
给予重奖

。

会议决定向中国科协提出报告
，
成立

“
全国青少

年科技辅导员协会天文专业委员会
”

筹备组
。

会议

还决定争取编辑
“

青少年天文科技活动纪念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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