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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系连结和照相天体测量方法研讨会�����年�� 月��一�� 日
，

宜昌�

中国天文学会星表与天文常数专业委员会和江

苏省天文学会联合举办的
“
参考系连结和照相天体

测方法 研 讨会
”
于 ����年 � 月 ��一�� 日在湖北

量省宜昌市召开
。

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来自各天文台
、

大学天文

系及测绘部门等 ��个单位共 ��名代表
，
会上宣读

了有关的论文 ��篇
，
其中包括 邀 请报告

、

综合评

述和近期研究工作的进展
。

不同参考系的连结和联系是 当前国际上感兴趣

的课题
。

恒星参考系—���星表虽从精度
、

密度

和星等范围有较大的改进
，
但仍远远满足不了现代

天文学及相邻学科发展的需要
。

光学
、
射电和依巴

谷参考系的连接
，
天球参考系和地球参考系的 联系

将为建立完善的天球参考系作出贡献
。

照相天体测量在向地面光学更暗星等的延伸以

及在光学和射电参考系的连接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

同时它也是测定自行和视差的主要手段
。

近年来照

相天测在技术和方法上都有了很大的进展
，
无疑它

大大推动了参考系与天文常数的研究工作
。

与会者一致认为
，
近几年来

，
随着天体测量新

技术的发展
，
地面天体测量工作不仅没有削弱

，
相

反它正经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

利用我国已有的或

即将建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精度的先进天体测量

仪器
，
定能在天球参考系的研究中作 出具有世界水

平的工作
。

会议在交流学术成果的同时
，
还就高精度天球

参考系研究的课题 方 向 进 行了讨论和分析
。

会议

期间
，
还同时举行了上海射电星星表成果鉴定会和

大地测量星表工作座谈会
。

会议根据 ����年 �月举 行的天文地球动力学

专业学术会议的要求
，
组织了部分与会同志讨论了

我国 ���系统地极瞬时坐标的 维 持 问题
。

不少同

志认为按照目前空间技术发展情况
，
我国使用部门

应尽早采用 ���系统极坐标为宜
。

如 果 仍须使用

���系统的极坐标
，

天文部门有能力提供精度满足

要求的 ���极坐标
‘，

与会者并建议 上 海 天文台自

����年起在发布时号改正数的同时提供两种系统的

有关数据
。

关于两个坐标系统的转换问题请上海天

文台继续研究
，
并于近期内提出转换参数的报告

。

在此同时
，
还讨论了与 ���有关的���问题

� 认

为经典技术不仅在 ���预测和快速 服 务方面是需

要的
，

而且在星表
、

天文地球动力学研究中也能发

挥一定的作用
。

上海天文台 �
�

�任米望远镜为我 国 照相天体测

量工作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条件
，
与会者对 �

�

浦米

望远镜的运转情况表示关注
，

希望这一先进设备能

发挥最大
’

效益
。

与会者赞同天文地球动力学 专 业 委 员会的建

议
，
在 ����年和天体力学专业委员会一起联合召开

“
天文常数和参考架

”

学术讨论会
。

与会者衷心感谢宜昌市和葛洲坝船闸管理局对

会议的大力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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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天文学会学术会议�序号����
�

动力天文的数值探索讨论会

�����年��月��一���
，

宜昌�

由中国天文学会天体力学专业委员会和江苏省

主 的 的 论 于

����年 ��月 ��一��〔�在湖北省宜昌市召开
。

何妙
一

仑 的 组织 主
，

地



�能 天 文 学 进 展 �卷

方组织委员会主席
。

来自中国科学院
、

高等院校等

� 个单位的 �� 名代表提出学术论文和 综述报告共
��篇

，
还收到书面报告 �篇

。

宜昌市景学镇副市长到会致辞祝贺
。

会议特邀国际著名学者
、

中国科学院计算中心

研究员
、

学部委员冯康先生 作 题 为
“
���������系

统的数值解法
”
的长篇报告

。

此外
，
还邀请 �位计

算数学专家参加会议
，
他们就动力天文中常遇到的

，” �
���

，
妇型二阶常微分运动方 程

，

分别作了有

关其数值解和稳定性的报告
。

其他报告涉及太阳系动力学
、

星系动力学和卫

星动力学等领域的许多前沿课题
。
主要 有

�
���太

阳系稳定性的数值探索�易照华�， ���星 系 数值模

拟中引力势的软化�宋国玄�
， ����皿��� 方 法 在长

弧定轨中的应用�黄城�， �遵����
��
���方法及其评

价�王昌彬�， ���在电子计算机上 自 动推导行星的

坐标摄动�何妙福�
， �的人造卫星一 阶 形状摄动的

微机推导�周铭�
，�竹奇次维保侧度映射�孙义隧�，

���奇异吸引子与一维 映 射�刘杰�
， ��� 轨 道共振

�刘林�多 ����不可积轨 道与��������空隙�廖新

浩�， ������������ 问题研究 �刘杰�
， ����长弧解

和短弧解的讨论�许华冠�
， ����地球引力势在太阳

系质心坐标系里的相对论改正�黄城�
， ����轨道数

值改进求解土星的质量和形状参数�沈凯先�
， ����

激光卫星的实时数值预报�张忠平�
， ����天体力学

数据库�王昌彬�， ����星系动力学进展�周洪楠�，

����光引力限制性三体问题�郑学塘�， ����变质量

天体的运动及其应用�郑学塘�， ����月 球天平动模

型对激光测月解算 ���的影响 �许华冠�， ����欧

洲气象卫星的单站定轨�陆文虎�
， �����人�参考系

工作小组������工作情况介绍�黄天衣�
。

经讨论
，

大家普遍认识到对动力夭文中碰到的

许多重要而复杂的问题实行
“

数值探索
” ，
实践证明

是个行之有效的方法
。

但这种方法在 很大程度上依

赖于所使用的电子计算机和计 算 方 法
。

当长时间

�如几百万年
，
甚至几十亿年�数值积分时尤应小心

鉴别听得结果确实是表征所研究动力系统的本质现

象
，
抑或是所使用的数值积分器本身的缺陷造成的

假象
。

鉴于冯康先生所提出的辛积分器��������
�

��� �����������比经典数值积分器具有 明显的优越

性
，
因此它作为数值探索的有力工具

，
在动力天文

研究里的应用前景引起了与会者 很 大 的 兴趣和关

注
。

本次会议具有如下 �个特点
� �” 讨 论的主题

突出
，
围绕

“
数值探索

” ， ���不同学科 相互交流
，

促进彼此的了解， 共同探讨
，

开拓了思路
， ���青

年研究人员�包括博士和硕士研究生�相当多
，
占与

会总人数的 ��� ， 并且由他们宣读的 论文有 �篇
，

也约占全部报告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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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天文学会学术会议�序号 ����
�

天文仪器与技术第十届年会

�����年��月�一�日
，

浙江 新安江�

中国天文学会天文仪器与技 术 专 业委 员会第

�� 届年会于 ����年 �� 月 �一 �日在 浙 江新安江

水电厂招待所召开
，
国内 �� 个单位 �� 人参加

，

共

提出论文报告 以 篇
，
从各个方面反映了自上届北京

年会之后我国天文仪器研制工作又有了新的进展
。

数理学部沈海璋研究员首先就我 国天文仪器研

制事业的过去
、

现在和将来作 了一个综合报告
，
指

出占我国天文工作者 ��� 的天文仪器研制队伍是一

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

天文仪器研制必须具有中国特

色
，
立足于我国现实条件

，
有新的课题思想

，
才能

在国际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 同时
，
也应组织力

跟踪国际天文仪器新技术发展动向
，
开展力所能及

的研制工作
。

一年来
，

我国在新仪器研制方面取得了可喜的

进展
�

课题思想居世界领先地位的太阳多通道望远

镜
，

经过 �年的研制
，
已在怀柔太阳观测站安装成

功
，
它拥有最大口径为��厘米的 �个镜筒

，
可同时

在 �� 个不同波段上同时对太阳进行实时观测
，

将为

现代太阳物理研究提供强有力的武器
。

另一台同样

具有我国特色的课题思想的 ��厘米低纬度子午环
，

已通过方案审定
，
进入具体研制阶段

。
口径��画又米

的球载红外望远镜也在四年内完成研制
，
进行首次



术�期 字 不 洁 硬一动 ���

放飞获得成功
，

表明它在 ��一��公 里 高空运转过

程中各项功能正常
，
达到预期的性能指标

。

多目标

光纤系统已在新近安装的 �
�

�� 米望 远 镜上试运转

操作
，

可望成为它的一种有力的接收系统
。

恒星光

电视向速度仪
、

太阳照相机等附属装置也投入实际

应用
。

在跟踪国际天文仪器新技术方面
，
最突出的是

对光干涉望远镜阵进行了广泛的调研
，
进行过多次

台厂结合的学术活动
，
在年会上提出了两种实施方

案
。

此外
，

对光学图像高分辨力复原技术进行了深

人的理论探讨
，
并在 �米望远镜上初步实践

，

取得

成功
。

在国际合作方面
，
中国 和 丹 麦 合 作 研 制 的

����� 水 平 子午环的本体已研制成功
，
并在现场

安装
� 拟与苏联合作的电子照相暗盒也已起步

， 向

日本提供的三台双折射滤光器正在研制之中
。

年会的报告还涉及 �
�

�米红外望远镜的观测技

术和计算机控制系统
� 夭文光学设计及加工工艺

，

���显微密度仪的改进
，
大望远镜的电气控制

，
白

光耀斑观测技术， 大施密特望远镜的调研及其若干

方面的实施方案� �
�

�米地平式 望远镜机械性能
，

综合孔径射电望远镜等等
，
它们都引起与会同行的

极大兴趣
。

与会代表一致认为这次年会开得相 当成功
，

会

议安排紧凑
，
论文数量多

，

涉及面广
，

水平也较高
，

参加会议的年轻人的数目比上届多
，
反映了从事天

文仪器和技术工作的新生力量的成长
。

�李 挺 张友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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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太阳活动体动力学研讨会

�����年��月�一��日
，

大理市�

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发起并组织的全国
“
太

阳活动体动力学
”
研讨会于 ����年 � 月 �至�� 日

在云南省大理市举行
。

会议得到中国科学院重点课

题
“
第 �� 太阳活动周峰年日地系统整体行为研究

” 、

中国科学院天文委员会太阳分支学科组
、

中国科学

院紫金山天文台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
太

阳活动和宇宙活动天体研究
”
所属

“
耀斑物理

”
子

课题的赞助
。

太阳活动体�如耀斑等�客观上是一个动力学过

程
，
近年来我国在观测和研究方面都取得可喜的进

展
。

为了交流和促进这方面的工作
，

各单位的与会

者向会议展示了新近光学和射电 观 测 与 研究的成

果
。

其中
，
在会上宣读的论文有

�

李晓卿
�

天体大

尺度磁场�综评�� 宣家余
�

太阳白光耀斑研究概况

�综评�， 胡福民
�

紫台精细结构望远镜与选址
， 夏

治国
、

陈敬英等 �人
�

日冕加速区对色球层的激发

作用
， 李晓卿

�

太阳小尺度磁场的自生机制
� 钟树

华
、

宣家余等 �人
� ����年 �月 �日耀斑连续辐射

活动区的磁场
� 宋谦

、

李春生
�

磁场中直流电场电

子加速及太阳射电皿型爆发研究
，
季国平

�

太阳耀

斑脉冲相高分辨光谱观测结果与初步分析
，宣家余

、

钟树华等 �人
� ���� 年 �月 �� 日太 阳白光耀斑的

观测 ， 、
宣 等 �人

� ��� �

日日面西北边缘的物质抛射
， 樊忠玉

� ����年日食

光谱资料的强度和高度定标
，
季海生

�

从日食资料

得到的宁静色球氦 ��线表面亮度
�
徐 永煊

�

太阳

耀斑硬� 射线爆发源的几个问题 ， 周爱华
�

一个微

波�型爆发中的高能电子
， 夏治国

、

马媛等 �人
�

加速区的小尺度结构
，
黄占奎

、

纪书臣
� �型爆发

电子的费米 工阶加速机制
� 李志

、
李治凯等 �人

�

����叫 活动区的偏带观测和速度场
� 李治凯

、

李

志等 �人
�

活动区暗条的物质运动
�
李如凤

、

李秋莎

等 �人
�
����年 �月��日耀斑 �� 和 �� ���

、
��

线光谱资料处理方法的探讨
， 马开全

� ����年 �月

�� 日 ��级耀斑 �� 偏带观测和资料分析
�段长春

、

王洪照
�

多发性小黑子群 ������， 孔勇进
、

架蒂

等 �人
�
人�北��活动区的耀斑

、

耀弧和耀斑环系
。

这次会议
，
理论与实际相互促进

，
使对上述的

射电
、

光谱
、

磁场
、

速度场
、

测量方法等讨论更加

热烈
。

与会者一致认为
，
这种小型专题讨论会生动

活泼
、

富有成效
，
希望今后能经常召开

。

�宣家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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