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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张衡学术讨论会—全国天体物理联合学术讨论会

�����年�月 ��一���
，

陕西
，
�临建�

《
第一届张衡学术讨论会

》于 ����年 �月 邪一

��日在陕西临渔 陕 西 天 文台举行
。

这 是 一次我

国�非太阳 �天体物理学的联合学术讨论会
，

内容有
�

���近年来天体物理学的进展与展望评述报告会 ，

���全国第七次脉冲星与活动天体讨论会， ���全国

第三次双星讨论会
����全国星系和宇宙学学术讨论

会 ， ���全国第一次空间天文学术讨论会
。

这次会议的会务工作由陕西天文台承办
，
学术

组织工作由南京大学天文系负责
。

这次会议是迄今我国天体物理界规模最大
、

涉

及领域最广的一次联合学术讨论会
，
出席的学者达

���人
，
其中将近半数是��岁以下的青年天文学家

。

会议代表分别来自全国 ��个学术研究机 构或高等

院校
，
不少有关的物理学家也参加了学术会议

。

按

照中国天文学会理事会关于国内学术会议尽量国际

化的原则
，
会议还邀请了四名外国学者作特邀评述

性报告
，
其中包括对现代天体物理学作出重要贡献

的国际著名天文学家
、

美国国家宇航局的邱宏义教

授
。

在这次会议上
，
特邀评述性报告 ��篇

，
学术研

究论文报告共 时 篇
。

这次学术讨论会开得非常成功
，
是我国历年来

学术水平最高的一次天体物理学会议
。

在 ��篇待遨

报告中
，
其内容涉及了现代天体物理学中的许多重

要领域
，
介绍了各领域中国际上近年研究中最突出

的问题
、
矛盾与研究现况

。

大多数特邀报告都结合

了报告人在研究中所获得的成就与进展
。

在各个专

题学术讨论会上
，
学者们分别报告了近期的研究工

作
，
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

这次学术会议的一个显著

的进步与特点是
，
不仅几乎一半以上的学术论文都

是由青年天文学家完成并报告的
，
而且论文质量相

当高
，
完全摆脱了过去学术会议中不少论文报告出

现明显错误的状况
，
国际著名天体物理学家邱宏义

教授会后非常惊讶而高兴地称赞道
� “

想不到国内

学术会议的水平不低
，
相当高

，
同国际学术会议差

不多
” 。

这足以表明我国天体物理学已经发展到接

近于国际现代天体物理学的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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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活动区 ��� 和耀斑前兆红移学术研讨会

�����年 �月 �一� 日
，

厦门�

太阳活动区 ���和耀斑前红移学术研讨会于

����年 �月 �一 �日在厦门市召开
。

会议由北京大

学地球物理系
、

紫金山天文台
、

北京天文台怀柔太

阳观测站联合主办
。

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全国各天文

护位的代介 ��人
，
会上共发表 ��篇论文

�

太阳耀

斑出现在 �， 多普勒图的红移区�艾国子羊�
�

无力场



念期 学 术 活 动 �勃

的反演�胡友秋��日面磁力线脚点运动的作用�吴林

襄�， 耀斑辐射的时间序列�叶式辉�
�太阳微波暴和

硬�射线暴对高能电子的诊断�周爱华�
� 微波爆发

中的双峰振荡�高正民�
， 色球活动星的活动性研究

�刘学富�� 耀斑速度场红移前兆 �李威�
� 活 动区

人�����中与耀斑有关的磁场变化 与 多 普勒 红移

�汪景诱�� 耀斑前后太阳色球速度场的演 化 �包星

明�� 耀斑速度场红移特征�张洪起�，太阳耀斑机制

�胡友秋�， 太阳活动区磁场以及触发 耀 斑 的 判据

�陈振诚�， 太阳耀斑期间活动区电流的变 化 �林元

章�
�
太阳大气三维静磁结构的平衡与 非 平 衡 �孙

凯�， 太阳磁图的复原与改正�杨为民�
，活动区内的

同极磁通量合并与高能耀斑�张桂清�
�
太阳黑子半

影纤维结构的一种解释�周道祺�， 电子束流与耀斑

辐射中的快速涨落现象�李春生�， 太阳微波快速活

动和 ��� 过程�傅其骏�
�
耀斑衰减相冕环相互作

用�章振大�
， 非热电子束流在耀斑环中能量的沉积

�林华安�
， 有关太阳大气中环状结构形状的一个积

分�程久恒�� 磁拱三维无力场非线性 演 化 的 模拟

�朱明�� 太阳磁通量管的精细结构�张旭�
。

这次会议的特点是专题性较强
，
主题集中

，

所

以整个会议过程学术讨论气氛十分活跃
，
既热烈又

认真
。

其二是有一定数量的年轻人参加
，
他们的论

文报告博得了与会者一致好评 � 年轻一代也认为这

种专题研讨会的形式对他们的培养和 提 高 很 有帮

助
，
希望今后能多参加

。

会议还就
“
太阳磁场及速度场的观测 和 ���

理论研究
”
这一太阳物理重要分支将来学术活动的

组织及开展工作的条件等事宜作了讨论， 对在不久

的将来召开这一领域的国际学术讨论 会 交 换 了意

见
，
表示了为共同努力开展的这一领 域 工 作 的决

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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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届精密时间学术研讨会

�����年 ��月 ��一�� 日
，

桂林�

由中国天文学会时间专业委员会主办
、

中科院

陕西夭文台和武汉测地所共同承办 的
《
第四届精密

时间学术研讨会
》 于 ����年 � 月 ��日至 ��日在

广西桂林市举行
。

来自全国十八个科研
、

教学
、

生

产
、

应用等单位的专家
、

教授和工程技术人员共 ��

人出席了会议
。

会议收到论文和报告共 ��篇
，
其中

��篇进行了宣讲和交流
。

会议内容以精密时间和时间传播为主
，
涉及量

子频标
、

高精度时间比对
、

授时
、

时间传播和同步
、

精密时间的应用和提高等广泛问题
，
全面反映了我

国在上述领域的研究进展和水平
。

无论从深度或广

度看
，
会议的学术水平都是很高的

，
不少工作已达

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
。

在频标研制方面
，
常用的

、

枷频标不断提高和发展
，
已形成系列并小型化

、

实用化
，
有些研究有我国自己的特色

。

新频标研究

方面
，
我国实际工作起步较晚

。

但激光抽运艳标准

研究有独到之处
，
一些指标已处国际领先水平

。

离

子囚禁技术的研究在短时间内也已取得令人鼓舞的

进展
。

在精密时间比对方面
，
相位比对精度已优于

�
�

���
，
许 多单位已实现比对自动化和 微机控制

。

应用伪随机码和扩频技术的高精密时间传输设备的

研制成功
，
为以微波

、

卫星为传输媒介的远程高精

度时间比对和同步提供了新的手段
。

传统的 长波授

时技术也是当前人们特别关注的世界范围 �” 准确

度时间传递的可选方法之一
。

我国在此领域的研究

在国际上已产生较大影响
。
���授时的发播控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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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预测等研究也有新进展
，

为扩大应用提供了基

础
。
发展自己的系统不排斥国外新技术的引进和利

用
，
���的应用研究受到普遍重视

。

国 际共视法

时间比对已开始实用
。
在守时理论与方法

、
数字滤

波技术的应用等方面也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

在近几

年科研经费不足的情况下
，
取得这样的成绩和进展

，

的确是十分可喜
、

很不容易的
，
这反映了我国时频

工作者的良好素质和水平
。

科学研究
、

国防建设
、
国民经济的发展和进步

需要高精度的时间
。

各发达国家都非常重视时频技

术的研究和发展
。

精密时间学术研讨会要继续搞好

非常有益的学术交流
，
促进该领域的科研

、

生产
、

应用单位在规划
、
发展和应用提高等方面的协调

、

对话和合作
，
并根据国际发展动向和国内需求

，
向

有关机关和部门提供决策咨询意见
，
组织开展专题

性研究和交流
。

会议认为
�

�
�

时频技禾和业务的发展应加强组 织 性
、

计

划性和科学性
。
因时频技术应用广泛

，

涉及很多部

门和领域
，
大家都自搞一套必出现很多重复

。

对频标

和授时技术的今后发展应有我国自己的战略安排
，

通过协调和重点支持形成自己的特色
。

应讲究科学

性
，
发挥遍布全国的现有时频工作单位的作用和效

益
，
发挥无线比对方法的长处

，
避免浪费和形式主

义，

�
�

时间工作单位各自
�

独立
，
的时代 已 经过

去
，
当前时间工作的发展追求高精度 的 同 步 和协

调
。

建议开展具有我国特色的
“
综合时间统一服务

系统
”
的研究

，
充分利用现有频标资源

，
提高精度

和实时性
，
实现时间的统一 ，

�
�

加强学术研究活动的针对性
。 《
精密时间学

术研讨会，要逐步走向世界
，
基本领域为精 密 时间

和时�’��传播，
英 文 名定 为

《 ������������

������������� 人������ ���������一

���� 》 ，
缩写为 ����

，
基本对应于美国的 ����

年会
。

组织开展研究期性的研究
，
两年为一研究期

，

在一次会议上将下一期的研究题 目定下来
。

�
�

今后数年
，
下列问题的研究应受到 关 注

�

��� 时间尺度的国际
、

国内高精度同步， 准确度

到 �阳 的世界范围的时间信号传播研究
� 时间领域

名词术语定义和计算表征方法 的 统一
， ���共视

时间比对等应用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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