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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 星 活 动 的 观 测 和 理 论 模 型

—第四次恒星和行星物理学术讨论会

����� 年 �月 ��日一�月 �日
，

浙江 建德�

��别 年 �月 �� 日到 �月 �日
，
在 浙江建德召

开了第四次恒星和行星物理学术会议
。

会议由中国

天文学会恒星和行星物理专业委员会
、

上海夭文台

和上海市天文学会联合举办
。

会议是以
“
恒星活动

的观汉�和理论模型
仰
为主题的专业会议

，

共收到学

术报告 ��篇
，
包括邀请报 告 切 篇

，

与 介 ��名代

表来自各天文台
、

大学和学术团体
。

会议就恒星的四大活动
�

恒星的激变活动
、

类

太阳活动
、

恒星的振动以及星周物质流活动为主要

内容迸行了广泛的学术交流
。

会上报告了我国学者

近期利用国内外仪器所做出的重要天文发现
，
如具

有很大偏心率的轨道的 脉 冲星 ��� ����一��的发

现
，
类太阳活动双星 ������的特大能量恒星光学

波段耀发事件的发 现 等等
， 此外

，
如 ��颗色球活

动双星 ��� 射电巡天观 测 结 果
，
以及 �� 颗色球

活动双星 �� 丰度的高色散光谱 资料分析结果等
，

均引起与会者的广泛兴趣
。

会议的邀请报告
，

分别评述了有关领域的学术

研究进展
，

或介绍本人近期系 统研 究 成果
，
内容

是
� �” 早型星的活动�沈良照�� ���早型星气壳运

动的观测与研究�朱镇熹�
， ���共生星 现 象的周期

问题�黄长春�
， �幻盾牌座 各型变星研究进展�蒋世

仰�� ���恒星
、

太阳
、

宇宙�� 丰度问题�熊大闰�
，

�助恒星的耀发活动�翟迪生�
� ���晚型密近双星的

角动量损失�朱慈垅�
， ���贫金属 星 化学丰度分析

�赵刚�� ���两种射电脉 冲 星�乔国俊�
� �����射

线双星中的黑洞�卢炬甫�
。

有关恒星活动研究的学术报告内容丰富
，

它们

是
�
����型特殊星的高分辨率 光 谱 研 究�选题报

告��吴光节�� ����
�������

��
�星尘 埃包层形态

研究�王俊杰�
� �����星的 气壳 活 动 观 测�郭王

莲�� ���双系统线性振动理论及 企 变 星 中的应用

�李众�
� ���入��� 气壳阶段 光谱 研 究�郭筱贞�

，

���关于�� ������光电测光及模型讨论�郝晋新�
，

���盾牌座 �型变星 ���� ��� 光电测光研究�刘燕

英�� �����颗色球活动星的活动队不����的丰度�刘

学富�， ���短周期激变星的周 期 分布与演化�冯兴

春�
， ����� ��� 的 ��������线 特 征�秦松年�，

����矮造父变星巨蟹座 ���杨毓兰�， ���������

型星 �
“
发射观测研究�卢方军�

� ���������型双

星 �� 」���的耀发分析�张孝斌�
� ��������测光

解的受控随机搜索�李宗云�� ����年轻星中短时标

脉冲可能存在的 探 测�孙 益礼�
� ��的食 双 星 ��

�。 。 的测光研究�贾贵山�
， ����超短周期晚型相接

双星的表面活动�综述��张荣显�， ����半分离双星

中充满洛希瓣的次子星的演化�刘清耀�
� ������个

色球活动星的射电观 测�苏步美�
多 ������ ��� 的

黑子模型�向福元�
� ������ ��� 光 变 曲线 变化

�张济同�等等
。

其他还有关于
“
新的 自转标 准 系统

”
�谭徽

松�
， “

疏散星团中 的蓝 离散星
”
�赵君亮�

� “
论

哈雷彗星的爆发
、

分裂和
‘

喷流
’ ”

�陈道汉�等 �篇

有着重要天体物理意义的研究论文
，

也在大会上作

了报告和讨论
。

这是一次专题性较强的学术讨论会
，
与会同志

认为会议效率高
，

报告准备充分
，

内容丰富
，

体现

了我国恒星研究水平近年来有了很大提高
。

会议还

对我国光学天文开放实验室的学术组织活动方面提

出了积极的建议
。

全体与会同志对上海天文台和上

海市天文学会为使会议完满成功所作的大量地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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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工作
，
表示衷心的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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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天文学会第五届郭守敬天体物理讲习班 �河外天体的观测与理论�

�����年 ��月 ��一��日
，

武汉�

中国天文学会第五届郭守敬 天 体物 理讲习班

�河外天体的观测与 理 论�于 ����年 ��月 ��日至

��日在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召开
，

云南天文台
、

上海

天文台
、

紫金山天文台
、

中国科技大学
、

北京师范

大学
、

中科大研究生院
、

中科院高能物理所… …等

伟 个科研单位和高等院校 约 ��名 们表 参 加了会

议
。

会议特邀了正在华中师大访问讲学的日本京都

大学著名天体物理学家 加 藤正二 ����������� 教

垮作了题为
“
活动星系核吸 积 盘 脉 动不稳定

”
和

“
辐射压为主磁流体吸 积 盘 模 型

”
的系统学术报

告
，

并且邀请了国内天体物理界有关学者对河外天

体的观测与理论的前沿领域作了综合评述与专题报

告
。

报告题目为
�

超新星和 双 星 吸积�李宗伟�
、

�� ��� 天体的观测与 理论模型�谢光中�
，

有挠引

力理论与 �� ����� 中微子问题�陈方培�
，
几种吸

积盘理论模型及其在天体物理中的应用�杨兰田 �
，

宇宙挠率与内空间局部度规�李元杰�
，
含电子一正

电子对吸积盘模型�杨王博�等
。

参加会议的青年代

表也都在会上报告了他们的最新工作
。

会议结束时
，
由云南天文台谢光中同志作了总

结发言
，
他指出这次会议开得很好

，
比较成功

。

体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 会议主题—河外的天体观测与理论
，

是

天体物理中一个重要前沿研究领域
。

所以主题选得

好 �

���内容较丰富

内容涉及 到 超 新 星
、

星系
、

宇宙
、

吸积
、

喷

流
、

挠率
、
���及其对天体 的 观测

，

波段涉及到

丫
、
�

、

光学
、

红外
、

射电等全波段 �

���学术气氛较浓

与会代表都认真听取报告
，
积极发言

，
讨论十

分热烈
，

相互启发
，

提出了一些新的课题
，
并进一

步明确了实测是理论的支柱
，

理论指导观测
，

但要

受观测的检验 �

���参加会议的 年 轻 人 较多
，

表现也十分突

出
，

他们的报告及讨论时所提的问题
，

都有一定广

度与深度
，

反映了年轻人正在迅速成长
。

���与会代表对会议的具体组织单位华中师大

物理系
、

天体物理研究所所作的会议安排
，
均表示

比较满意与感谢
。

华中师范大学对云南天文台
、

中国科技大学天

体物理中心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资助的重大项目

�太阳活动与宇宙活动天体的研究�项目组对会议所

给予的支持与赞助
，
深表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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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天文学会普及工作委员会第八次工作会议

�����年 ��月 ��一��日
，

梧州�

中国天文学会普及工作委员会第八次工作会议

于 」�射 年 牡 月 坪 日至 玲 日在广西梧州举行
。

出

席这次工作会议的代表共 ��人
。

他 们 分别来自全

国各天文单位
，

有关大学
，
省

、

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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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

一些生产普及型天文仪器的厂家也出

席了本次工作会议
。

梧州市政府
、

人大和政协的领

导到会祝贺
。

会议期间
，
中国天文学会普及委员会主任崔振

华同志在开幕式的报告中对普及委员会第七次大会

以来的工作做了回顾与总结
� 认举办了青少年太阳

和月亮的摄影比赛
，

共有 ��个单 位 或个人获奖
，

一些获奖作品的质量具有相当高的
�

水平
， �

�

组织和

领导
“
中国青少年 日食观测团

”
赴美国夏威夷观测了

均�」年 �月 ��日日全食
，
这是 我国青少年天文爱

好者首次组队出国观测� �
�

和云南天文学会共同组

织小分队到云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破除迷信
、

普及

天文知识的宣传活动
� �

�

在北京和南京举办了有关

太阳活动第 ��周峰年和旱涝灾 害 关系的专题新闻

发布会， �
�

开展与港澳台地区业余天文学家之问的

学术交流
。

与会代表对
一

崔振华同志的报告做了认真

讨论
，
一致认为

，
普及委员会 的 工 作 是卓有成效

的
。

会议期间
，
与会代表就成立中国天文爱好者协

会的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人的讨论
，
一致认为

，
成

立中国天文爱好者协会的墓本条件已纽戈熟
，

代表

们对协会的章程和理事会的组成进行讨论和协商
，

并在闭幕式上通过了中国天文爱好者协会的章程和

第一届理事会人员组成名单
。

至此
，
中国天文爱好

者协会宣告成立
。

会议还就今后两年普及委员会的工作计划进行

了讨论
，
决定做如下几方面的工作

�
�

�

举办全国天

体摄影大赛
� �

�

召开天文科普理论研讨会
� �

�

为庆

祝中国天文学会成立 ��周 年
，
将 ����年 ��月 ��

日作为全国天文 日
，

普委会号召各地天文爱好者在

该 日以各种形式举行庆祝和宣传活动
。

为适应天文爱好者观测需要
，
会议决定出版天

文快讯
，
及时提供天文爱好者所需的观测资料

。

与会代表对这次会议的东道主—梧州市园林

管理处表示衷心感谢
。

�季德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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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郭守敬诞辰 了�� 周年学术讨论会

�����年 ��月 ��一��日
，

邢台市�

纪念郭守敬诞辰 ���周年学术 讨 论 会于 ��引

年 ��月 ��一托 日在郭守敬的故里河北省邢台市召

开
。

会议由中国自然科学史学会
、

中国天文学会
、

中国水利史学会
、

河北省市社科联等 �个单位组织

发起
，
由邢台市社科联

、

科协等承办
。

来自全国各

地专家学者 ��人与会
、

会土收到论文 ��篇
。

会上

还收到代表的若干赠书和贺词
。

邢台市党政领导出席了会议
，
靳庆和市长到会

致欢迎词
，

市委书记王同林向代表们介绍了邢台市

概况
。

会议经三天的学术报告和热烈讨论
，
大家对

元代杰出科学家郭守敬在天文
、

数学
、

水利
、

仪器

制造等方面的伟大历史贡献作了深入的研讨
，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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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今天我们纪念他
、

颂扬他的丰功伟绩
，
就是通

过缅怀先贤
、

激励后人
，
弘扬民族文化

，
以激发人

们勇攀现代科学技术高峰
。

会上有多位中青年科技

工作者
、

研究生作了较高水平的研讨报告
，
得到与

会者好评
，
会议达到预期目的

。

会议结束之际
，
邢台市领导再次到会与大家话

别
，

感谢大家对建设文明邢台市的真挚关怀和有益

建议
。

代表们对邢台市领导的热情款待表示谢意
。

会议在热烈的气氛中结束
。

会上收到有关天文方面的论文有 ��� 关于白道

交周�陈晓中�
， ���对郭守敬部分天文仪器浅析�雷

焕芹�， ���回顾郭守敬在历法上的伟大 成 就�申颖

涛�� ���巧思绝人
，

功 垂 千载�申颖涛�， ���邪守

敬研制的天文仪器及 其 下落�尹世同�
� ���紫金山

天文台古代青铜天文仪器的全 面 修 复 �王德昌��

���郭守敬恒星观测工作�潘鼎�
� ����。年代的地外

行星系探测�李竞�
� �豹从算法系统角 度 谈郭守敬

废除上元积年进步意义�李继阂
、

曲安京�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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