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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天文资料中心概况

尹在洪
�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

提 要

木文综述了世界夭文资料中心概况
，
重点介绍了法国斯特拉斯堡夭文资料中心和美国国家宇航

局的天文资料中心
。

对我国天文资料中心的建设也提出了一些个人见解
。

一
、

前
�

日淤

目

迅速处理大量实测数据
，
迅速进行资料检索和信息交流

，
已成为拓宽视野

、

避免重复劳动
、

推动现代天文研究的基本要求之一
。

天文资料中心也在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浪潮中应运而生
。

在这方面居于领先地位的是法国斯特拉斯堡天文资料中丈闷习美国国家宇航局设于戈达德

航天中心的天文资料中心
。

二
、

国际上天文资料中心的概况

�
�

斯特拉斯怪天文资料中心

它由法国国家天文和地球物理研究所于����年建成于斯特拉斯堡天文合
，
命名恒星资料

中心
，
又称斯特拉斯堡天文资料中心

。

经过十多年的努力
，
它已成为一个著名的国际天文资

料中心
。

目前它提供的服务主要有如下三方面
�

��� 有五百多种星表磁带
，
其中部分星表还有缩微胶片资料可供使用

。

这些星表和文件

分为天体测量
、
测光

、
分光

、

交叉证认
、

综合资料
、

延伸天体和非星天体及其他资料等七部

分
。

���该中心出版的专门刊物
� “
天文资料中心 信 息 通 报

，
�加������ �

’
����������� ��

������ �。 ������� �����������提供由合作者编辑的专门星表和其他有关信息
。

此刊每年出�扳

两期
，
免费赠送给有关单位和个人索取者

。

��� 作为天文资料中心的先驱
，

该中心为其他国家设立了天文资料中心的标准
，
支持并

帮助他们建立各自的中心
，
如苏联天文资料中心和 日本金泽资料中心的天文数据处理系统等

。

它与美国宇航局戈达德空间飞行中心的天文资料中心也有资料交换关系
。

���
�
更重要的是该中心编制了著名的辛巴德天文数据库

。

该库于����年建成于斯特拉斯

堡大学计算中心
。

辛巴德�驭����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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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天文数据证认
、

测量和文献书目集的缩写
。

它贮存了自天文资料中心建立

以来积累的最齐全的恒星和非星证认资料
。

它包含有大约���万颗星
、
�����个星系以及����

个非星天体的资料
。

恒星基本数据包括
�

坐标�黄道坐标
、

赤道坐标和银道坐标�
，
�和 �星等

，

光谱型及自

行
。

星系基本数据有
�

坐标
， �和 �星等

，
形态类型及大小

。

该库的观测资料分为��种类型
。

人们可以检索到每种类型的数据及其参考书目
，
还可以

检索到科学家计算出的最终平均值
。

该库的用户单位正在逐年增加
，
目前用户主要集中于欧洲和美国

，
有一百多个

。

�
�

美国国家宇航局天文资料中心

设于戈达德航天中心
，
它是另一个重要的天文资料中心

。

它包括一个天文数据库和几个

专项天文资料中心
�

红外天文资料中心
，
国家空间科学资料中心等

。

���天文数据库 它的主要任务是
�

��� 收集
、

证认和加工整理成多种机器可读的恒星及延伸天体星表，

���� 研究出能使用户方便地从远程终端使用这些资料的检索技术
。

他们现有六种常用的天文数据检索工具
�

�������一����年天文文献交互式计算机参考检索系统
。

���������程序
�

可检索在任意给定天区内的一组所需观测天体表中的所有夭体
。

��������控制语言复制程序
。

它通过提供该语言必需的参数�如字组大小
、

密度
、

记录

长度等�便利星表磁带的复制
。

����还有两种检索程序
，
可对三十种不同星表的星号进行相互对照证认

。

���对���星表
、

非星天体星表的修订版本
，
亮星参考星表

、
�微米巡天及恒星证认星

表等五种星表进行空间巡天照相天区分类
。

���� 一种检索戈达德交叉索引所含的十一种星表的任一��恒星的全部数据的软件
，
以

及一种特别适用于检索 ��一��一���交叉索引的软件
。

���红外天文资料中心 它是建筑在对相关科学期刊和已发表的红外巡天星表的广泛研

究的基础之上的
。

它包含����年以来在主要科学期刊上发表的太阳系以外天体的红外��微米

一����微米�观测概要
，
以及红外巡天和星表的内容

。

它集中了���。余种期刊的有关文章及��

种主要巡天星表
，
其中包括对�����个红外源分别进行的约 �万次观测

。

其中约有����个源已

作了光学天体证认
，
另外����个尚未发现其光学对应体

。

该中心的第一项成果是红外源综合表 ������—用五种其他天体表综合编辑而成
。

在

此天体表中由�
�

�微米到��
，

�微米的�����个观测源都按其星等和流量单位列出
。
它的另一项

成果是红外观测
「

星表�����
，
它包含红外源综合表内容以外的

，

但在天文文献中发表过的红外

观测数据
。

作为红外观测星表的附录
，

该中心还编了红外天文文献指南
。

此指南包括原资料

的星表条目索引和已出版的红外天文文献的完整 目录
。

该中心编辑的红外源名称和位置星表

是对在文献和其他星表中出现的天体名称
、

位置
、

别名和证认的交叉索引
，
用于确定在观测

星表中源的位置
，
并证认在星表中列出的不同名称的相同观侧源

。
它包含 ��� 多种星表的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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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该中心以文字和磁带两种版本形式发行红外观测星表
、

红外天文文献指南和红外源及位

置天图
。

��� 国字空间科学资料中心 于����年��月建于戈达德航天中心
，
是世界上空间科学飞

行试验的两大资料中心之一�另一个是 ���
一

�
一

���—世界资料中心�火箭和人造 卫 星 方

面�
。

该中心以两种方式工作
，
其一为归算记录资料�通常用计算机做�

，

编辑和合并是由主要

研究者做的工作
，
形成中心的初始资料库

。

其二为最终分析资料
。

主要研究者将此作为展示

试验结果的最佳资料
。

该中心 目前主要用手工或半自动技术存贮
、

检索和复制资料
，
其中包括为减少存贮空间

而采用的缩微胶卷
、

缩微胶片资料
。

为保证研究者们能独立使用这些资料
，

他们还提供了一

些附加服务
�

如仪器描述
、

校准情况
、

已出版的科学结果以及所有其他相关的文献目录资料等
。

该中心也收集� 射线天文卫星资料
。

这些资料的时限包括����年以来的十多年
，

并且包

含电磁波谱中的五个量级
。

国家空间科学资料中心还是美国国家宇航局与英国科学技术委员会������及欧洲空间

局�����合作进行的国际紫外探险者计划的三个资料中心之一 �其他两个成员单位也各有一

个资料中心�
。

它提供如下资料
�

��� 含有原始图像和标准归算步骤的磁带�

����光笔写图
，
原始图像的二维照相的各步归算，

�����数控绘图机绘图
，
与地面观测相同的一维光谱图像

。

国际紫外探险者计划按其三个组成单位达成的协议处理资料
�

��� 观测者可保留他们的资料的使用权半年，

位�资料存于资料中心 �

�����在保留期后国际各学术团体均可使用这些资料，

���� 出版所有经过加工的观测 目录�参考国家宇航局及欧洲空间局的国际紫外探险者新

闻通讯�
。

�
�

苏联的天文资料中心

作为斯特拉斯堡天文资料中心的一个子中心
，

苏联天文资料中心建于苏联科学院天文委

员会下属的一个计算中心
。

其任务是
�

��� 获取斯特拉斯堡天文资料中心的磁带
，
进行复制

、

保存以及向全苏有关机构分发，

��� 录制和集中苏联天文学家编的星表
，
并与斯特拉斯堡天文资料中心交换，

��� 提供适用的数据以保证天文研究的进行
。

该中心优先考虑苏联天文委员会感兴趣的内容
，
即

�

恒星和恒星系统光度学和光谱学方

面以及非星天体�射电源
、

星云等�的资料
。

他们收集了天体测量特别是卫星大地测量所需的

大型基本星表
，
还收集了世界地球物理资料中心录制的太阳活动资料磁带

。

他们研制了一种专门软件
，
包含几个独立的程序以及

“ �������”
系统

，
能在一套简单

的指令下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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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天文资料中心自制的机读星表有
� “
��个疏散星团的恒星质量和年龄

” 、 “
分光双星物

理参数表
” 、 “

变星总表
”
及

“
疑似变星新总表

”
等十几种

。

苏联天文委员会利用机读星表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
，
并获得了可喜的进展

。

如在��个疏

散星团约����颗恒星的�和 �值的星表基础上
，
完成了疏散星团中质量大于， 、

年龄大于 �

的恒星分布研究
，
可提供这些恒星形成过程的特性

。

又如
，
分析斯特拉斯堡提供的一些星表

，

证明有一些独特的迹象表明恒星的初始质量的作用并不是单一的
。

‘ �

日本金泽数据中心

它的天文数据处理系统在斯特拉斯堡天文资料中心的帮助下于����年开始向日本天文界

提供机读天文数据
。

迄今为止
，
其主要任务是为用户复制磁带文件

，

或提供印刷版本
。

他们

曾做过利用电话线路对金泽数据文件进行联机检索的尝试
，
但结果不太理想

。

原因有二
�

一

是线路质量问题
，

用户的地理位置对联机检索效果影响较大� 二是电话费用高 �收费标准同

长途电话费�
。

他们认为解决此间题的唯一可行办法是利用专用数字通讯网
。

该中心可望与日

本已建成的专用数字通讯网 ���系统联网
。

他们还对天文数据处理系统������作了深入的研究
，
尝试将单纯的统计语言与天文数

据处理系统结合
，
使其不仅适宜于文件处理也适宜于统计工作

。

�
�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天文资料中心

早在����年民主德国就在科学院天文物理研究中心建立了天文资料中心
。

其任务主要是

为天文观测分析和研究提出理论模式
。
����年他们开始与斯特拉斯堡天文资料中心建立了合

作关系
。

现在该中心的星表主要来自斯特拉斯堡
。

他们复制和登录收到的磁带
，

然后将注录

卡片寄往本国和东欧等八十多个研究机构
。

他们也向斯特拉斯堡提供机读
“
变星总表文献目录

”
等资料

。

他们还推出一种程序来支持

系统
，
使人们可以由斯特拉斯堡天文资料中心的星表中获得下述信息

�

��� 星表目录�只限于小型星表�及尸份完整的磁带复制件
�

���用坐标
、

光谙型
、

颜色
、

速度等给定参数从星表中检索天体，

���作统计研究�如用给定参数统计天体出现频率��

���用给定星表中的数据计算在观测期间内天体的坐标等
。

�
�

其他提供专项天文资料服务的单位

如美国海军天文台提供航天与航海必须的准确数据
。

它拥有 自����年以来华盛顿天文纬

度变化的连续记载
，

及 自����年以来天文时与协调世界时变化的连续记载
。

它提供的时间服

务资料有
�

世界标准时间与频率的甚低频和高
，

频传送� 每 日相位值及时间差， 美国海军天文

台的相位值�电传通讯��
�

�一���数据
，
每 日极坐标值， 暂用时间和极坐标， 劳兰 �的一般资

料� 时间服务报告� 精确时间转换及美国导航卫星子午信号的报告等等
。

此外
，
国际纬度服务�工���自����年起就提供极坐标服务

� 国际极移服务������ 自����

年起提供由六十台左右的经典天文观测仪器所测得的极坐标
�
国际时间局�����提供时间资

料和极坐标
、

地球 自转资料的快速服务
�

在观测后�一��天即可获得
。

还有一些国家和地区利用计算机网络做天文图像处理和数据分析等工作
。

例如英联邦的

��������
、

意大利的��������和欧洲地区的 �������一����
�计算机网络在天文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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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发挥了较大的作用
。

三
、

加速建成我国天文资料中心

�
�

现状

综上所述
，
国际天文资料中心正如雨后春笋

，

发展迅猛
，
在夭文研究中发挥的作用也越

来越大
，
真是形势逼人

。

我国天文事业若想赶上世界天文发展的步伐
，
必须尽快建成自己的

天文资料中心
。

我们拥有众多的天文学各领域的专家
。

在物质条件上
，
我们也初具规模

�

北京天文台
、

紫金山天文台都使用了�
�� 机

，
云南天文台的��� 机也投入了使用

。

近年来北京天文台的科

研人员运用 �����数据库软件作恒星和非星天体的查询
、

证认以及有关的最基本的资料�如

赤经
、

赤纬
、

星等
、

光谱型等�的输出和绘图
，
并从����年起与法国斯特拉斯堡天文资料中心

取得了联系
，
获得了该中心提供的近百种星表资料

。

他们还对文献数据库做了些准备工作
。

从����年起又从美国引进了天文学和天体物理学月报索引磁带版�����
�

��一����
�

��
，
最近还

引进了西德天文学和天体物理学文摘磁带版�����
�

�一����
�

��
，
在该台���机上为研究人员

定题服务
。

紫金山天文台的研究人员也做了一些有关工作
。

比如在数据库软件开发和应用方

面
，
计算机研究室的有关人员参考了������系统中文献检索以及东京天文台的实践

，

用���

机检索斯特拉斯堡数据库恒星书目索引星表
。

可检索 �� 星号或变星星名
，

给出����年以来

世界主要天文期刊登载的有关恒星的文章等
。

中国科学院针对上述情况于����年 �月 � 日在北京天文台召开了建立我国天文数据库的

可行性论证会
，
并确定在北京天文台建天文数据库

，
该库是院数据中心二十个大子库之一

。

这无疑是我国天文界的福音
。

�
�

对建立我国天文资料中心的建议

目前摆在我国天文界面前的问题是如何又快又好地建成自己的天文资料中心
。

斯特拉斯

堡天文资料中心之所以能在短短两年内初具规模
，
最终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天文信息中心

，

与其打破单位界限
，
充分发挥各科专家之所长有很大的关系

。

他们从一开始就认识到要实现

其远大目标光靠在该中心工作的几个人是不够的
，
只有天文界各领域的专家们通力合作才能

实现
。

而资料中心不可能长期集中那么多专家
，
所以决定由专家们在各 自的岗位上兼任中心

的工作
。

例如
�
洛桑和 日内瓦天文台有一小组系统地做恒星星等和色星等的照相测量， 海德

堡天文计算研究所有一小组做恒星位置和 自行星表� 巴黎天文台有一收集恒星 目录小组 ， 马

赛天文台有专家负责收集恒星视向速度数据， 佐内贝格天体物理中心收集变星资料…… 。

我国也有不少天文研究机构
，
它们各具特色

，
各有所长

，
各领域的专家也分布在全国各

地
，
斯特拉斯堡天文资料中心的成功经验对我们很适用

。

譬如说
，
我们可以设想

�

由北京天

文台抓总
，
负责面上的工作—内部资料的收集

、

汇总及与斯特拉斯堡天文资料中心交换
，

和外部交换来的资料的复制
、

收藏及分发
。

其他单位根据本单位所长建立分库
，

支持和促进

中心的工作
。

如上海天文台或陕西天文台建时间
、

频率资料分库， 紫金山天文台建历算
、

人

卫和小行星资料分库， 云南天文台建太阳观测资料分库等
。

总之
，
这样做可以充分调动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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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

一� �面的积极性
，
使全国天文界齐心合力

，

快速优质地建成我国天文资料中心
。

这不仅促进了我

国天文研究事业
，
也为世界天文研究的发展作出我们应作的一份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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