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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河外星系为参考系的恒星自行测定现状

储 宗 元
�中国科学院上海夭文台�

提 要

河外星系系统是准惯性系统
。

以河外星系为参考系测定的恒星自行对于研究银河系运动学和

动力学演化
，

改进星系结构的模型
，

测定岁差常数改正和星表的系统差等都是十分重要的资料
�

对地面测量和空间天体测量的联系也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

本文概要叙述了该工 作目 前 的 进展状

况
，

较详细地介绍了美国 ����天文台的 ��� 计划
，
以及我们的看法

。

一
、

引 言

测定相对于河外星系的恒星自行工作
，

自本世纪�� 年代以来
，

经过方案 论 证
、

国际天

文学联合会相应专业会议的讨论认可
、

仪器的制造
、

底片的拍摄和测量
、

资料的整理和数据

的归算
，

历经了半个多世纪以及几代人的坚持不懈的努力
，

如今将要结出丰硕之果
。

���

�������
� 巳 在 ����年 对 该 工 作的历史和意义作了概 要 说 明 “ ’ ，

它对研究银河系

的结构
、

运动及演化
，

对岁差常数的改正及星表的系统差的求得能提供很有价值的资料
，

这

些资料也能够基本满足当代的射电天体测量
、

空间天体测量
、

恒星运动理论
、

地球动力学等

研究的需要
。

选取河外星系当作惯性系统的立足点是
�

河外星系离 我们非常 遥 远
，

它 们的自行相当

小
，

若设横向速度与径向速度相等
，

取哈勃常数 � 二�����
·
�一 ’ ·

��。
一 ‘ ，

则 它 的 自行为

�� ���
一 “
�
产，��� ‘ “ ，“ ’ ， 而在现时的测量技术条件下

，

自行测量精度仅能达到��� �『“�
产�

�对
，

即在百年范围内可以认为它们在天空中是固定不动的
，

因此河外星系可以作为研究恒星运动

的一个准惯性参考系
。

以河外星系为参考系测定的恒星自行通常称为恒星的绝对自行
。

美国和苏联早在本世纪

�� 年代相继制订了计划
，

进行此项工作
，

五
、

六十年代起
，

又 有一 些天 文台�站�开展该工

作
�

本文对该工作的进展情况
，

简要介绍之
。

二
、

美 国 计 划

美国计划由 ����和 ����一��� �� �� 两个计划组成
。

它们的目标都是以暗星系为惯性参

����年 �月 �日收到
。

�马马�年�月 ��日收到修改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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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河外星 东为多考东的恒星自行测定现状 ��

考系
，

进行巡天照相
，

以此测定银河星的自行
。

����计划为北天自行计划��
������ ������ ������ ��������

，

简称 ���
。

其 目标是

在赤纬一邓
’

以北的整个北天空
，

在 �星等 �一����� 范围内测定大约 ������ 颗恒 星相对于

河外星系的绝对自行
。

����一��� �� �� 计 划 是 南 天 自行 计 划��
��比

��� ������ ������

��������
，

简称 ���
。

它是 ���� 计划向南天的延伸
，

覆盖了 一 ��
。

以南的南天空
。

两个计

划为了更好地衔接
，

各自又分别向南和北增加了一些区域
。

两个计划合在一起将提供全天空

的恒星绝对自行
。

��� 计划由里克天文台台长 ��地�� 于 ���� 年提出
，

他通过测量底片的试验
，

认为必

须要有一架大视场望远镜才能拍摄到暗星系像
。

为此
，

���� 设计了一架 双筒 天体照相仪
，

物镜由四块透镜组成
，

视场为�� � ��
。

该仪器于 �胎�年建造
，

���� 年开 始工作
。

当时只用

一个筒
，

安置蓝波长透镜�扭 ���入�
，
口径 �� 英寸

一 ，

焦距 ������
。

因经费遗乏
，

另一筒空

着
。

����年才配上了第二个透镜
，

它是黄波 长�入�动�入�的 透镜
，

焦距 ������
。

���� 年

�������� 自动测量仪开始工作
，

并且进行第二期计划的试验
〔�’ ， 在此 基 础上做了岁差的改

正 ‘�’ ， 进行了太阳运动和银河系旋转的分析
‘�’ 。

��� 计划有 ����个区域
，

为了与南天计划更好衔接
，

又在 赤 纬 一 ��
‘

和 一��
‘

各 增加

��个区域
，

因此共要观测处理 ���� 个区域
。

根据底 片视场 �
’
� �

。

的情况
，

照 相 区域的安

排是
�

在赤纬 一 ��
’

一 ���
‘

间
，

位于 �
”

间隔上�春分点 ��印
�

��
，

赤纬带之间给 出 �
。

的北一

南迭盖
�

赤经上的间隔是
�

在赤纬 一��
。

一 � ��
’

间
，

中心间隔 加���
，

而从 ���
’

一 � ��
’

的

带内
，

间隔相应地调大一些
，

这样
，

东一西迭盖约 犷或多些
，

与赤纬有关
。

��� 的区域分

布见图 �
。

�
一七�耀轰弓经

，�。 ·

�

一�写突穿尽瑜犷
一了�

“

图 � �������计划的区域分布
、

实心圆点和空心圆圈分别表示银河之外和银河之内的区域

��� 计划的第一期照片 在 ����一����年 完 成�平均历元 ��的
�

���
，

增 加 的 区 域 在

��引一��石�年完成
。

底片取蓝色波长
，

使用 ���
��

，

不带滤光片
。

第二期底片从 ���� 年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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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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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至 ����年完成了赤纬带 一 �石
。

一 � 的
。

的拍摄 �平均历元 �
一

���
�

���
，

同 时拍 摄 蓝
、

黄两个

波长
，

黄色波长底片使用 ���������� � ����滤光片
，

使用的篮色波长 的 底片与第一期

相同
。

用预先闪光法提高暗星的灵敏性
。

两种底片曝光均用 �个星等光栏常数的物端光栅
。

第二期底片曝光两次��小时和 �分钟�「
�，“ ’ 。

底 片 大小 �� � �� 英
一

寸
，

视场 �
。
火 �

’ ，

比例尺

��艺�����
。

时间跨度 ��一����
，

���的 区 域 短 于 ����
，

��� 的 区 域 超 过 ����
，

平 均

����
。

在第二期底片拍摄期间
，

同时开展了特殊星输入星表的编纂工作
。

从 的 多 种 天体物理

和天体测量刊物的 的�多个文献中
，

找到了含有各种类型的特殊星�见表 ��
。

这些星的星等

范围为 �一�����
，

因此
，

天体测量和天体物理工作者对它们都是感兴趣的
�

特 殊星输入星

表包含 ����� 颗恒星
，

大部分列入了 ��� 星表
，

它们是 ��� 计划的核心
，

是根据天文学

的发展
，

对 ��� 计划的内容作的主要补充
。

这些星的精确的绝对自行将用于恒星运动和统

计光度校准
。

裹 � ���计划中若干天体的类型

类型名称�一般为非变星� 类 型 名 称 �变星�

��
�

�� 星

钡星

碳星
�� 星

常用大自行恒星

暗蓝星

氰星
，

贫氢星

水平支恒星

贫金属星
���� 星

行星状星云�中心星�

���

红矮星

红巨星和亚巨星
�型星

亚矮星�所有类型�

白矮星

沃尔夫
一
拉叶星

混杂型星

常陈型变星�� ��。 �

仙王 日型星�日����

造父变星

盾牌 �型星�� ����

食双星�所有类型�

不规则变星�所有类开幻

当箕增二型变星

新星
，

类新星

北冕�型变星�� ����

天琴 �� 型变星��� ����

金牛 �� 型星��� ����

半规则变星

双子�型星�� ����

独特变星

尚未研究的变星

鹿豹 �型星�� ����

��� 的底片巡天
、

测量和归算分两部分
�

第一部分是银河外的区域
，

它们 远 离银河
，

占北天空的 ������� 个区域�
，

这是计划的主要部分
。

至 ���� 年
，

已 完 成 赤纬『一
卜�『

区域的巡天和测量
，

其中赤纬 �� 一 ���
。

的区域已完成位置和 自行的归算
。

这 部分由于星场

中的星系像足够多
，

可以给出自行的绝对零点
，

因而工作先进行
，

计划由此 得 到 的 资料在

���� 年末开始利用
。

第二部分是低银纬区域或银河内的区域
，

占计划的 ���左右���� 个区

域�
。

这部分由于缺少足够的星系数
，

故测量和归算将要用与第一部分不同 的处 理方法
，

他

们期待使用天体测量卫星伊巴谷的资料以帮助跨接
，

因此归算将在伊巴谷计划完成后进行
。

测量的星等
�

蓝底片 �一���
��

，

黄底片 �一���
��

。



�期 储宗元
�

以河外星 系为参考系的恒星 自行测定现状

在底片上选取的星像有测光标准星
、

跨按星
、 ”昔的无名星

、

星系
、

特殊星
。

跨接星的星

等为 ��一�����
，

作用是通过两种不同的曝光时问
，

把亮星与暗星的星等 统 一起 来
。

暗的

无名星的星等为 ��一���
��

，

用作归算底
�

片常数和提供 白行的精度检验
，

整个 计 划 内的无

名星约 ��� ���个
，

它们将在运动学方面提供研究星系结构的大样本
。

星系是 选择较暗的
，

� 星等 ��一���
��

。

为保证有足够的数量
，

因此不管其形状
，

每个区域一般有 的一��� 个
，

少的为 ��一�� 个
，

平均 �� 个
，

用作相对自行转化到绝对自行的零 点 改 正
，

总 数有 �� ���

个
。

选取的各类恒星对研究恒星的运动和 光度标准的统计是有用的
。

最终的 ��� 星表覆盖了赤纬 一 留
。

以北的区�或
，

约有 ������颗恒星
，

刊载了它们的位

置������
�

��
、

绝
决��自行

、

� 星等和��一��颜色
，

此外
，

还给出天体的类型
、

观测 的编号
、

内部误差及其它问题
。

星表的恒星位置精度为 �了��
，

绝对自行精度为 �������
。

恒星的�星

等范围 �一�����
，

大 多 数 为 ��一���
��

。

所 含 ����星 表 星 有 �� ��� 颗
，

星等为 �一

�����，�，
�

星系资料另列表
，

不在 ��� 星表中
。

��� 星表是一个巨大的数据库
，

它包括 �叮�个数据文件
，

一 个 底 片常数文件
，

一个

区域星表和一个完整的 ��� 星表
。

数据文件记载底片的测量值
�

底片常数 文件记载每个区

域归算的底片常数
、

区域中心
、

历元等等
�

区域星表是利用每个区域的底片常数和恒星的位

置测量值��
、

��
，

给出所在区域的恒星位置
、

自行和尤度
。

因有大 量 资 料
，

��� 星表将

制成机器可读和硬拷贝两种通用的形式
。

星表的产生将对天文研究起推动作用
。

星表的星可分成两大类
�

一 类 是 随 机选取的天

体
，

或者是没有运动偏离的天体
，

如暗的无名星
，

跨接星
，

定位参 考 星�如 ����星�和选

区星
，

以及为了与其他的自行计划比较而选取的星
，

这类星被联合使用提供统计样本
。

另一

类是里克特殊星输入星表中的星
，

这些星供天体物理的研究用
，

既可统计研究
，

亦可单独使

用
。

��� 星表的主要应用是曰
， “ ’ �

研究银河系旋转和太阳运动
�

以银心距为函数的银河系转动
�

以银面距为函数的太阳运动
、

银河系转动和恒星密度
�

各类恒星�如 �� ��� 变星�的运动和光度定标
�

岁差常数改正
�

��� 自行与其它计划得到的自行比较
，

可以对各种独立计划�直接和间接使用星系作为

运动参考框架的独立计划�提供检查系统误差的价值
�

与伊巴谷结果比较
，

帮助确定伊巴谷参考框架的绝刘
一

转动
。

他们利用 ��� 的资料得到了太阳运动和银河系旋转的结果
�

���奥尔特常数 刀 二 ���
�

�� 士」二�创��
·
�一 ‘ ·

��‘ ‘
�

� � 一 ��
�

��士�
�

�����
·
�一 ’ ·

���
一 ‘
�

这个银河 自转曲线是一个几乎扁平的
、

且有一个接近 �����
·
�一 ‘
圆周速度的曲线

。

� 值大

于由 �
���和 ����� �一���于 �

一

���年得到的平均值 十 」�
�

�士�
�

�
，

�值与其平均值 一 」�
�

�士

�
·

�较一致
�“ 〕 。

����太阳向点位于低银纬的标准向点附近
，

但是明显趋向于高银纬的银河旋转方 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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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自行的外部误差���
��估计为

�

一个区域的绝对 零 点 误差为创刃百 年
�

整

个系统的零点误差为 �
�

��士�
�

���‘
产

�百年�
�

����太阳运动随参考星 银 纬 的增加而 明显增大
，

由 。 竺������ ���� 二 ��
。

�到 �竺洲��

�� ���� � ��
’

�
�

���本地角速度 。 。 二 �� 一 ��二 � ��
�

�士�
�

����
·
�一 ‘ ·

���
一 ‘
��

本地圆周速度 �。 � �。
�� 一 ��二 沮�士�����

·
�一 ‘�

�
� � � � � �

�
� � � 、 ‘

…
� �

� ，

二
、 � ， ， ， �

…
�

� ��、 �

�
其中 �

。 一 ”
�

�士�
�

����“ �
·

取自文献 〔��〕 �银河旋转曲线的斜率的本地值炙
，

嵌
�

�
。

一 �� 十 ��

二 � �
�

�士�
�

����
·
�一 ’ ·

���
一 ’
�

����一

��
� ���� 的南方自行计划是 ��� 计划向南天的延伸

。

该 计 划 正 式开始于 ����

年
，

由 �������创始 “ “ ’ 。
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联合设 计 这 个计划

，

并于 ���� 年在阿

根廷的 �� �������� 定址建台
，

����年安装了与 ���� 天文台同样的一架双筒天体照相仪
�

以后计划是由耶鲁大学天文台和阿根廷的 ��� ���� 国 家 大 学 合 作 进 行
。

第 一期 底片于

����一��汉 年拍摄
，

覆盖天区赤纬 一 ��
’

一 一��
。 。

为了与 ��� 计划 更 好地比较
，

在 ����

年又把天区扩展到 � 邪
。 ，

增加了赤纬带 一 �
。 ，

� �
�

『 和 十 ���的 ��个区域
。

照 片 拍摄同时

采用黄
、

蓝两种底片
。

第二期底片于 ����年开始拍摄
，

计 划 拍 摄 ���� 对�黄
、

蓝两色�
，

至今完成约 ���
。

整个拍摄计划将于 ����年结束
。

��� 与 ��� 两个计划完成后
，

将提供我们一个全天区的星等暗达 ���
��的 包 含恒星

位置
、

绝对自行
、

星等
、

颜色和类型的综合星表
。

三
、

苏 联 计 划

对于恒星天文和天体力学而言
，

基本星表所载的恒星不能满足研究需要
，

因 此 在 ��年

代
，

苏联提出了建立微星星表的设想
，

将参考系建在河外星 系上
。

����年
，

苏联 普 耳科沃

天文台的德依奇
，

利用 ����� ��
���� 类型的标准天体照相仪�刀 ����

，

��
�

��
，

视场 『�

�
。

�拍得的照片
，

成功地测量了 �� �� 中的恒星相对于 星系 �������的 自行 “ “ ’ ，

这就证

明了用小视场望远镜能够实现暗星与河外星系的连系
。

苏联计划由苏联普耳科沃天文台负责
。

这个计划涉及到全天空
。

他们在 全 天 空 选择了

���个星系区域和 �弘 个基本微星区域
，

区域中 心 坐 标 发 表 在 文 献 〔��一��〕上
，

它 们的

劝��
�

�的坐标可由文献 〔���查得
。

图 �是这些区域在天空的分布图
�

由此 建 立 一个星等暗

达 ��一����� 的具有绝对自行的微星星表
。

他们的做法是
�

利用全球已有 的 天体照相仪
，

在世界上建立一个有广泛基础的协作网开展此工作
。

国内能开展这工作的台站都参加了
�
国

外参加的台站有波尔多�法国�
，

圣地费尔南多�西班牙�
，

彼尔吉�澳 大 利亚�
，

布 加 勒斯特

�罗马尼亚�
，

中国上海
，

以及阿根廷
、

智利等国的台站
。

从北极到南极的每个区域
，

保证不

少于三架仪器进行观测 “ �’ 。
普耳科沃天文台负责赤纬 一 石

’

以北的天区拍摄
，

塔 什 干天文台

负责 一 了一 一 �了 的天区
，

智利的天文台 负 责 一 �犷一 一 ��� 的 区域
，

好 望 角 天 文 台 负责
一 ��

。

一 一 ��
’

的南天区拍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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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河外星 系为参考东的恒星自行测足现状

在普耳科沃天文台
，

星系的第一

期底片在 ����一�弱�年 间 拍摄
，

共

得到 扬�个区 域 �赤纬 一 �
。

一 � ��� �

约 ��� 张 底 片
，

每 个区域至少拍 �

张
，

其中 �张带有光栅
。

每张底片曝

光两次��小时和 �分钟�
。

极限星等

��一�����
。

第 二 期 星 系 底 片 于

����一����年 完 成
。

基本微星的底

片����个区域�第一期干 ，�石�一����

年拍摄
，

每个区域 �张
，

带光栅拍摄
。

图 � 微星星表计划的星系分布

极限星等 ��一�����
。

第二期底片于 ����一����年完成
。

对星系的底片测 量 开 始 于 ����

年
，

完成于 ����年
‘ ’ “ ’ 。

得到的自行平均误差是
‘ “ 。 ’ �

星系 士�勺�����
�

����星 士�犷������
�

恒星 士�了����一 士�竺�������

恒星位置的平均误差为 士�竺�氏

苏联做法的主要点是
�

测定相对于暗参考星的相对自行
，

参考星的星等为��一�����
，

自行成『‘
�百年

，

根据小视场的特点
，

在得到底片常数时取线性模型
�
恒星 自 行中星等差的

研究
，

比较具有长期视差的每类恒星的平均自行
，

用统计方法�按星等排 列�解 释 这 个系统

差
�
由相对自行减去星系的平均

“

自行
” ，

得到相对于参考系的绝对自行
。

在第二期底片拍摄期间
，

他们做了归算试验
，

并在 ����年发表了试验 的结 果
�

由普耳

科沃标准天体照相仪得到的在北天空 ��个区域中 �� ��� 颗恒星的绝对自行 “ “ ’ ，

这部分工作

中所用到的第一期底片是按照微星星表的计划在战前得到的
，

仅仅 ���的 区 域 有 �一 �张

底片
。

根据这个结果
，

通过相同的 ����星的自行比较
，

得到了岁差常数 的 改正
、

太阳向

点坐标
、

长期视差和奥尔特常数
‘ “ ” 。

现在
，

为了扩大微星星表的应用 范 围
，

普 耳 科 沃 天 文 台 正 在 进 行 ��� 的测光工

作 “ “ ，
�� ’ ，

并开始编纂星表
。

星表将包含约 �万颗恒星 �星等到 ��
�

�����的坐标
、

绝对自行
、

照相星等等基本参数
。

为了把基本微星星表扩大到南天
，

普耳科沃台在兹维列夫��
�

�
，

��� ����的 发起下
，

于

����一���� 年间派出了天体测量工作队去智利工作
〔 ‘ “ · “ “ ’ ，

这是普 耳 科 沃台 的 重大事件
。

为了绝对观测
，

他们制造了两架仪器
�

大的中星仪和照相垂直圈仪
，

提供子午观测
。

工作结

束得到了两个星表
� 《南天空的 ���� 颗亮的�����和暗的�基本微星星表星�恒星的绝对赤经

星表 》和 《在智利用照相垂直圈得到的赤纬在 ���
。

一 一��
‘

的亮星和暗 星�到 �
�

����� 的绝对

赤纬星表 》 。

这两个星表已被新的基本系统 ���接收采用
。

与此同时
，

他们在智 利 的埃列
�

洛帕尔山上�离圣地亚哥 ����
，

山高 ������安装了双弯月面 的 马 克 苏 托 夫 天 体 照相仪

���
�

��
，

���������
��

，

视场 �
‘
火 �

’

�
，

并于 ����一����年期间对赤纬 �
’

一 一 ��
’

范围内

带有星系的 �
一

��个区域观测
，

各得到了 �张底片
，

每张底片曝光 两 次�����。 和 �����
，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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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星系像 ���余个
，

鼓暗星等达 ���
��

。

但是由于情况变化
，

至今不能迸行第二期照相
。

微星星表对于研究银河系的结构
，

确定银河系的恒星运动参数
、

太阳运动参数
，

测定基

本星表的系统差
，

用独立的方法找出岁差常数
，

以及天体物理方面感兴趣的其他问题等方面

都有着广泛的用处
�
由于苏联计划测定的恒星亮度较亮

，

并且与伊巴谷输入星表的恒星亮度

较接近
，

因此它将为研究伊巴谷卫星的转动以及为把伊巴谷系统转化到惯性系统作出贡献
。

苏联乌克兰的主天文台 ��������� 天文台
，

参加了普耳科沃台的微 星 星 表 计划
。

他们

利用双筒 长 焦 距 天体照相仪������
，

��
�

���
，

在 ����一 ����年 得 到 了 第一 期底片
，

」
�

���一���� 年得到了第二期底片
，

底片对历元差 ���� 到����
，

平均 ��
�

���『“ ‘ ’
。

总 数约为

�����颗星的星表已经编纂完成
汇“ ” 一 “ ‘ ’ ，

其中 ����年的星表包含了 �� ���个 恒 星 的赤道坐

标
，

相对于 加�个星系的自行
，

得到的结果是�
���，

单位为
，�
����

�

单星的绝对 自行在�
、

� 方向分别为 士�
�

��� 和 士�
�

���
，

星系的
“

自行
”

为土�
�

���� 和 士�
�

�����单 位
� “ ����

。

位置的标准差在 �
、

各方向
，

对 ����星为士�犷�� 和 士侧��
，

对 ��� 星 表 星 为士川��和

士�犷��
。

星表以机器可读形式记录在磁盘上
，

内容包含每个恒星的 自行和近似星等
，

每个区

域的恒星相对于作为参考系中心的星系的直角坐标
。

利用自己得
、

到的 资料���
�

�一��
�

����

的恒星绝对自行�
，

消去了星等差误差的影响
，

计算得到了银河系运动的一些 基本参数 ‘ “ ‘ ’ �

太阳向点坐标 �
。 � ���

’

士�
。 ，

�
。 二 十 ��� 士�

‘ �

长期视差���� �笠����士创����
�

奥尔特常

数 �二 一 �了����士�犷�������
，
� � � �竺����士�竺������

� 。

四
、

其 它 计 划

�������
� ���德国�天文台自����年以来

，

用口径 �� 的施密特望远镜开始 观测星系
，

已经得到了 ����多张底片
，

视场 �
� ‘

�� �
� ’

�
，

极限星等 犷 � ��一�����
‘ “ �’ 。

得到的一个坐

标的平均误差
，

对 �一���
��的恒星为士�沁�一土�竺��

，

对��一���
��的非恒星体为士倪��一

士��’ ��
，

由坐标精度得到的自行精度小于 �场�百年
。

他们的计划是要 求 得 到一些恒星的绝

对自行�相对于星系的�
，

并且对伊巴谷观测计划中相同的对象进行比较
，

以求得伊巴谷卫星

的残余转动
，

从而把伊巴谷系统转化到惯性系统
。

通过使用 �个 �������� ��区 域资料的模

拟估算
，

得到了伊巴谷系统转换到惯性系统为 �牡��百年的转换精度 ‘ “ “ ’ 。

���� 计划
。

它是利用相隔几十年的较长时期的两期底片
，

测定射电源的
“

自行
” �

由于

射电源认为是没有自行的
，

因而它的
“

自行
”

可当作是其所在区域的星表转动
。

通过这些自

行可研究参考星表或伊巴谷系统的转动
，

也可以与其他计划的结果比较
’ “ �’ 。

上海天文台佘山观测站曾是苏联微星星表计划的参加者之一
，

在 的一�� 年代 初 期
，

根

据普耳科沃计划
，

用 ���� 天体照相仪
，

拍摄了一批星系底片和基本微星的底 片
，

至今可用

的星系底片有 ��多个区域 �劝 余张底片
。

�� 年代初开始拍摄第二期底 片
，

并 进 行 测 试试

验
，

得到了一些初步结果
‘��一 “ “ ’ ，

最近归算的三个区域
，

得 到 在�
、

� 方向的结果分别是
�

单星的绝对自行标准差为土�
�

����和 土�
�

����
，
����星为士�

�

����和 士�
�

����
，

星系平

均
“

自行
”

为士�
�

���� 和 士�
�

��场�单位
� ‘ 产
����

。

同时也利用以前的资 料
，

对射 电源做过

类似 ��� 。 计划的工作
‘ “ 咭，“ ” ’ ， 因该仪器焦距长

，

适宜做照相定位工作
。

现 在 距 第一期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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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河外星系为参考系的恒星自行测定现状

间隔已达 ��年
，

可以获得几万颗恒星相对于河外星系的自行
。

目前伊 巴 谷卫 星正在等待更

多的绝对自行资料
，

我们的结果可望对伊巴谷卫星有帮助
�

资料也可 用 于 研 究银河系的运

动
、

测定岁差常数改正
，

以及和其他计划的结果比较提供检查系统差
。

五
、

结 束 语

测定恒星相对于河外星系的自行
，

最初是为了恒星天文学和天体力学的需要而提出的
�

以后天体物理工作的深入开展
，

��� 计划中增加了特殊星
，

而且 是它 的核心
�

现在
，

随着

空间天文学的诞生和发展
，

它所需要的较暗星等的恒星分布网可以从这个工作中得到
。

这项

工作不仅可对光波段的暗恒星的观测提供准确位置和自行
，

而且也可对其他波段
，

如射电和

红外波段恒星的第一次证认有帮助
。

它们还能把空间天体测量与地面测量联系起来
，

如能把

伊巴谷系统与惯性系统联系起来
，

帮助确定伊巴谷系统的绝对转动
。

该工作 的 意 义 愈益显

见
。

这项工作是一个宏伟的工程
。

它既可以单台站单独进行�如 ��吹 天文台�
，

也 可以多台

站联合进行�如普耳科沃天文台�
。

无论是局部夭区的还是全天区的绝对自行星表
，

对研究银

河系结构
、

恒星运动参数
、

岁差常数改正等都是有价值的基本资料
。

与 现 有 的 基本星表相

比
，

可提高 �一����
。

这些星表能基本满足当代天体测量
、

射电天体测量
、

空间测量以及天

体物理等方面的需要
。

这个课题有着广泛的意义
，

有望成为跨世纪的项目‘“ ” ’， 是光学天体测量和 射 电天体测

量的重要部分
。

可以用传统的照相技术
，

也可以用新技术�地面的
、

空间的�来提高星系的测

定精度
。

有些河外星系
，

既是光学的测量对象
，

又是射电的测量对象
，

这样对两个系统的联

系是很有用处的
。

这项工作是天文研究的基本建设项 目
，

费时费力见效 慢
，

但 意 义 大
。

对类似这样的项

目
，

应统一规划
，

统盘考虑
，

力促成功
。

该工作用大视场
、

强光力的天体照相仪是较满意的
，

因为它能得到很多的星系像
，

对每

个区域能得到比较准确的恒星自行零点改正
。

对于小视场天体照相仪
，

因所得星系像较少
，

因而求得的恒星自行零点改正就一架仪器而言
，

精度要差一些
。

但是
，

目前小视场的天体照

相仪其数量远比大视场天体照相仪多
，

不需用较多的投资就能利用现有的仪器观测
，

而且它

们分布于南北两半球
，

如果联合使用它们所得到的许多资料
，

其结果精度完全可以与大视场

天体照相仪的相比拟
。

用这两种仪器实现的计划可以互为补充
，

用 ��一���
��的 星 系来得

到恒星的绝对自行与用 ��一���
��的星系来得到恒星绝对自行同样是 有 意义的

，

因此
，

里

克计划与普耳科沃计划是等价的
。

感谢须同祺先生对本文提供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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