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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年 �月 �、 �� 日在英国曼彻斯特召开了第 �� 届国际天文学联合会 �����大会
。

会

议期间同时召开了 �个学术讨论会
、

�� 个联组讨论会
、

一个发展中国家天文学的专门讨论

会和 �� 个专业委员会及其所属工作组的工作会议
，

还有第 �� 和第 �� 专业委员会之间的联

组会议及三个大会邀请的科普讲座
。

简要介绍了会议概况
，

有关天体测量的联组讨论会 ���
、

���
、

����
、

���� 以及天体

物理领域中的学术讨论会 ����
、

����
、

���� 等的讨论情况
，

并扼要地介绍了这次大会通过

的决议
。

� 概 况

第 �� 届 ��� 大会于 ���� 年 �月 �、 �� 日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召开
，

曼彻斯特市长出席了开幕

式
，

并作了讲话
�

参加会议的代表共约 ���� 人
，

其中美国代表 ��� 人左右
，

英国有 ��� 人参加
，

中国

代表团约 �� 人
�

这次会议安排了 �个讨论会
，

其中有 ����
�

新的宇宙学资料和基本参数值
、

����
�

宇宙中的行

星系统
、

����
�

河外红外背景和它的宇宙学意义� �� 个联组讨论会
，

如 ���
�

亚微角秒天体测量的

模式和常数
、

���
�

应用天文学史
、

����
�

星系团并合及其与射电源的联系
、
����

�

空间和地面探

索行星的进展
、

����
�

依巴谷和近距恒星的亮度校准
、

����
�

星系磁场的起源等
。

特别应提到的是

大会专门用两天半的时间组织了发展中国家天文学的讨论会� �� 个专业委员会及其所属的工作组分别

召开了工作会议� 还在晚上安排了三个高级科普讲座
�

从超新星证明加速的宇宙
、

太阳系外的行星系

统
、

银河系的三维结构
�

会议每天出版
“

北极光
”

会刊
，

及时交流信息
，

并分批组织代表参观了世界著

名的 ������ ����射电天文台
。

大会期间还举行了首届 由 ����� ����� 基金会设立的宇宙学奖金的颁

发仪式
�

这是第一个专为宇宙学研究而设立的奖金
。

每人 �� 万美元的奖金分别授予来 自普林斯顿大学

的 �
�

�
�

������� 和华盛顿卡内基学院天文台的 ����� ������
� ，

以表彰他们在宇宙学观测与理论研究领

域多年来的杰出贡献
。

� 与天体测量有关的联组讨论和专业委员会

��� ���
�

亚徽角秒天体测�的模式和常数

这是由 �������� �组织
、

�������� ����
、

� 参加与专业委员会 �
、
�

、

��
、
��

、

�� 有关的讨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资助项 目 ����������

本刊约稿 ����
一

��
一
��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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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会
，

也是 ���� 年 �月底在美国华盛顿海军天文台召开的 ��� ���������� ��� 的延续
，

安排了与大

会决议有关的各个 ��� 工作组的报告
，

如国际天球参考系
、

天体力学和天体测量相对论
、

时空参考系

和计量中的广义相对论
、

基本天文 ��� 规范 �包括基本常数
，

模型和算法�
、

非刚体地球的章动理论
、

天极以及天球和地面参考系中原点的新定义
、

今后的协调世界时等
，

并再一次对大会决议草案中 ��和

��决议逐条进行讨论
。

��� ���
�

应用天文学史

这是由 �� 专业委员会组织
，

第 �
、

��
、

�� 委员会参加的会议
。

回顾了早期行星
、

日月食
、

彗星和

流星雨观测记录的 �个序列
�

巴比伦
、

阿拉伯
、

印度 一 波斯
、

东亚 �包括中国
、

日本
、

朝鲜�
、

南半球

的观测记录
，

如春秋时代 �公元前 ���、 ��� 年�鲁国编年史 《春秋 》 中的最早的 日食观测记录
，

阿拉伯

的积尺 �即历表�中的星象记录
。

报告了用古代观测记录进行的一些研究工作
�

如
�

用公元前 ��� 至公

元 ����年全球的日月食记录研究了 ���� 年中地球自转的变化
，

指出地球自转速率变慢
，

每世纪 日长

增加 �
�

��� ，

而潮汐引起地球 日长变长的理论计算值为 ��������
，

认为其中差异 �������� 主要是由

于最近一次冰期结束时冰后期回弹引起的
�

利用从巴比伦至今的累计 ������ 多次太阳
、

水星和金星的

光学观测
，

研究了水星和金星轨道要素的长期变化
。

哈雷彗星和斯威夫特
一
塔特尔彗星在中国出现的

最早记录分别是公元前 ��� 和公元前 �� 年
，

从一系列古代记录中
，

可以证明它们是周期彗星 �周期分

别为 �� 年 ���年�
。

此外
，

利用古代狮子座流星雨的记录预测了 ����、 ���� 年这一天象的发生
�

有关

超新星的历史观测记录也同样有助于对超新星遗迹进 代天体物理研究
。

��� ����
�

空间和地面探索行星的进展

这是由��� 第 �� 专业委员会组织的
。

随着太阳系空间飞船 �如伽利略飞船
、

火星环球探测器 �����

等�的发射
，

人们得到了许多太阳系行星和卫星 �如木星
、

土卫六
、

火星等�的信息
，

这对人类在 �� 世

纪登上火星
，

研究生命起源有重要的意义
�

如 ���� 年首次在土卫六上空 ���� 处发现其表面 �
�

�� 覆

盖着由甲烷构成的云层
。

����年虽再次证明了这个发现
，

但其表面只覆盖 �� 云层
，

而且还在变化
，

这说明可能有降雨过程的存在
。

����年 �月 � 日火星环球探测器进入绕火星的椭圆轨道
，

有关情况

也在会议上作了详细介绍
，

并给出火星轨道激光测高仪得到的火星形状和地形图
、

火星表面的成分等

研究结果
。

��� ����
�

依巴谷和近距星的测光校准

讨论会由 �������� �� 恒星部组织
，

第 �
、

��
、

��
、
��

、

��
、
��

、
��和 ��等专业委员会参加

�

众

所周知
，

依巴谷资料用于恒星物理量如光度
、

质量和速度的推导时
，

观测误差 �特别是非高斯分布的误

差�使推导值有偏差
�

给出依巴谷星的视差
、

自行和轨道参数的观测随机误差的统计性质
，

则可讨论亮

度和其他推导值可能产生的系统差
�

还根据依巴谷资料中 �� 星协
、

毕星团和其他疏散星团成员星的

距离与由其他方法 �如主序星拟合法�测定出的距离作比较
，

可以评价依巴谷资料质量
�

现在基于高分

辨率光谱仪的亮度校准有两个方法
�

一是根据亮度与恒星有效温度和表面重力有关的方程式推算 �属于

物理的方法�
，

二是使用亮度与色球发射线宽度的经验公式
�

用紫外
、

可见光的分光观测对这两种方法

作比较
，

可讨论用分光方法推算的距离与依巴谷视差的符合程度
。

� 与天体物理有关的专业委员会的活动

��� ����
�

���
�

新的宇宙学资料和基本参数值

这次学术会议由第 �� 专业委员会组织
，

第 �
、

�� 和 �� 专业委员会参加
�

随着许多地面与空间观

测计划 �如 ���
、

���
、

����� 巡天等�的开展
，

宇宙学新的观测资料 日益丰富
，

人们正以前所未有的

精度对许多基本的宇宙学参数 �比如哈勃常数
、

宇宙年龄和密度等�作出新的测定
�

有关宇宙起源和

演化的
“

面纱
”
正被层层揭开

，

宇宙学的研究正在迅速地发展
。

这次 ���� 讨论会荟集了宇宙学研究观测和理论方面的众多知名学者
。

其中英国剑桥大学的 �������

������� 全面回顾了宇宙学领域的进展现状
，

内容涉及早期宇宙的研究
、

微波背景辐射
、

宇宙大尺度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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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
、

哈勃常数测定
、

暗物质以及宇宙学常数 久等当今的前沿课题
�

������ ��
��
则对理论方面的新进展

和若干重大的难点问题作了阐述
。

��� ����� ���
�

宇 的行星系统

这是由第 �� 专业委员 织
，

第 �和 �� 专业委员会参加的讨论会
。

近年来
，

关于 日外行星系统

的研究方兴未艾
，

各种新的发现层出不穷
�

尤其是发现在离恒星很近处存在类木行星
，

对传统的行星系

统形成理论构成挑战
，

成为关注的热点
。

本次会议上
，

所有 日外行星系统的发现者都到齐了
。

会上首先宜布了几项最新的 日外行星系统的

观测发现
�

接着
，

多个发 报告了行星形成理论方面的新进展
，

包括类地行星和 巨行星的形成与演化
模型

、

行星间的相互作用
、

星轨道演化等
�

会议还对行星的结构和行星大气方面的观测和模型进行了

讨论
�

来自美国和欧洲的学者报告了未来地面和空间的 日外行星系统探测计划
�

��� ����
�

星系团 及其与射电源的联系

这个专业讨论会由 ��� �� � 组织
，

����
���� ���和 ��参加

�

近年来
，

对于星系团演化的认识

有了长足的进步
�

简单的

现仍然在继续着
。

这次

分弛豫的图景 已被改变
，

代之以逐级并合演化的模型
，

并且这种并合活动
宁只开了一天

，

短小而精炼
。

会议回顾了星系团在光学
、

射电和 � 射线波

段的各种性质
，

报告了来 自 ������� 和 ��� 卫星的最新观测结果
，

继后
，

重点讨论了大尺度的星系

团射电晕和射电遗迹的性质
，

它们是一些扩展和弥漫的射电源
，

但却观测不到光学对应体
，

典型尺度为
����

，

其辐射具有陡的射电谱
。

对于这些射电源的形成与演化过程
，

仍有大量未解之谜
，

目前认为
，

它们很可能与正在进行的并合过程有关
，

但对于晕的形成与并合过程的时标及能量的关系仍有许多不

清楚的地方
�

� 发展中国家的天文学讨论会

该会议由 ��� 全球天文发展工作组组织
，

第 �
、

�� 和 �� 专业委员会参加
，

会议内容涉及发展中国

家天文研究和教育情况
，

交流了争取支持和组织天文项 目的经验
�

��� 天文学发展教育计划 ���
������

��� ��������������叩�
�
��

，

简称 �����压
，
�� 计划�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期刊

、

书和 �� 等
，

对这些国家

的天文教育有很大帮助
。

欧洲天文教育协会介绍采用夏季学校的方式提高天文教师水平的经验
，

也有

人提出用远程教育和 自学的办法解决发展中国家在天文教育中师资
、

设备
、

学生来源的困难
�

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代表谈及了他们的天文研究工作
�

尽管这些国家没有大的仪器设备
，

但是只要

选题合适
，

也能做出出色的研究工作
�

如泰国 ��������� 大学的 ���������� 天文台只有 ��
�� 的卡式

反射望远镜
，

但配了光电测光仪
、

��� 测光仪和 ��� 光谱仪
，

选择近双星系统的物理性质和演化的

课题
，

研究工作有很大进展
�

我国天文学家也在会上介绍了创新工程对天文研究选择了 �个领域优先

支持的做法
，

并谈及 ������ 工程的进展
。

南非也介绍了 ������
������������ ����

�

���
�������计划

情况
�

另外
，

通过全球的 �������� 网
，

一天后就可以得到哈勃望远镜多个接收终端观测得到的星像资

料
，

其他资料一年以后也可得到
，

还可以通过 ������ 申请大望远镜的观测和得到观测的资料
�

这对发

展中国家开展天文研究而言无疑是重要的支持
�

���
一�����国际青年天文工作者学校�在发展中国家开办

，

对年轻天文学家的培养和推动这些国家

天文事业的发展起了良好的作用
�

地区性的天文活动合作
，

如 ���� 年中国 一 朝鲜 一 日本召开了关于恒

星形成的会议
，
���� 年召开了毫米波和红外天文学会议

，
���� 年

“
亚洲的地面天文学

”
及 ���� 年

“
亚

洲的实测天体物理及其未来
”

会议
，

有助于该地区天文学家特别是青年天文学家之间的相互交流
。

���

第 �� 委员会对发展中国家的天文学家 �特别对青年天文学家�的访问提供了良好的机会
�

� 决 议

大会通过了由 ��� 提案委员会提议的三条决议
。



�期 金文敬等
�

第 ��届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大会简况

��� 第一条决议

分 �小点
，

根据其内容可从 �个方面叙述
。

���� 参考系

����年 �月在 日本东京召开的第 �� 届 ��� 大会通过了采用国际天球参考系的定义
，

国际自转服

务 ������ 通过 ����的观测资料分析得到的国际天球参考架 ������在射电波段的实现
，

光学波段则

由依巴谷星表给予实现
�

为了维持这些参考架
，

建议天测和测地的 ���� 观测 �特别是南天的观测�在

选源和观测网的组织方面要考虑到 ���� 的维持和与依 巴谷星表联系的需要
�
地面和空间观测要优先

安排维持依巴谷参考架和其他波长参考架以及与 ���� 联系的观测
。

为了保证这些建议的实现
，

基本

天体测量部要继续支持天球参考系工作组的工作
�

�
�

�
�

� 天极和原点的定义

尽管天极可以区分为地球的瞬时自转轴
、

角动量轴和形状轴与天球的交点
，

在 ���� 年 ��� 第 ��

届大会上采用天球历书极 �����
，

该极在天球参考系中没有近周 日的自由章动
，

在地面参考系中没有

近周 日的受迫极移
�

该极由 ��� ���� 年章动理论给予实现
，

也就是指地慢平均形状极 ����������轴与

天球的交点�
，

通过 ����
、

��� 等技术可以得到 ��� 相对于地面参考架的地极坐标
�

然而 �� 世纪 ��

年代中期在 ����观测中发现了 ��� 在天球参考系 �����中存在近周 日章动
，

在地面参考系 �����

中存在近周 日极移
，

这与定义不符合
�

另外
，
��� 在 ���和 ��招 中的运动存在高频部分

，

而这些属

于章动还是极移是不清楚的
�

这次大会定义了天球中间极 �����
，

它是地球的 ���������极
，

在 ���

中的运动包括了周期大于 �� 的受迫章动
，

它由 ��� ����� 模型中周期大于 �� 的受迫章动加上 ����

从天文观测得到的随时间变化的改正
。

��� 在 ���中的运动包括由天文观测的极移加上周期小于 ��

的受迫章动
，

其值由 ����提供
�

以往春分点和格林尼治零子午线与赤道的交点分别作为天球和地面参考系赤经和经度的量度起算

点
�

在天球参考系中定义 ��� 赤道上的非旋转原点 ����� 年由法国 ������提出
，

它是在赤道上与地

球轨道运动无关的点�为天球历书原点� 在地球参考系中定义 ��� 赤道上的非旋转原点为地球历书原

点
，

它们将作为赤经和经度的起算点
�

采用上述定义的优点在于分点改正
、

岁差和章动模型改善时
，

可

保证 ���的连续性�
世界时可直接反映了地球 自转

� 与 ��� 相匹配
。

这条决议将在 ���� 年 �月 �日

起实行
。

���
�

� ��� ���� 岁差章动模型

已发现 ��� ���� 年模型地时域上与观测相差 ������从峰值至峰值�
，

在频域上有些项相差几个

���
，

经过 ��� 和 ���� 非刚体地球章动工作小组 ��� 的工作
，

提出采用 ��� ����� 即 ��� ����模

型
，

它是基于 ������
� 、

�������和 ������� 的转换函数和 ��� ���� 的刚体章动序列
，

并考虑了所有

频率上海洋大气潮汐的影响所构成的
，

其精度为 ������
。

对于只要求 ���� 精度的观测可以采用 ���

����� 模型
，

整个序列将发表在 ����规范 ���� 版本上
，

并在 ���� 年 �月 � 日起实行
�

�
�

�
�

� 质心坐标时 �����和地心坐标时 �����的精确表达式

���� 年第 �� 届 ��� 大会决议 ��中的第三条决议定义了时空框架
，
��� 和 ��� 的转换公式中

忽略了
�一咬

的高次项 �
�
为光速�

，

其精度为 �� ��一 ‘ � �

今后
，

致冷的枷钟
、

空载艳钟 �如 ����������
��������������������计划中的钟�精度将好于 �� ��

一 �� ，

因此必须用扩展的后牛顿矩阵展开 ��� 和

��� 之间的转换关系
，

即包括了
�一� 的高次项

�

由于公式复杂不在此列出
。

��� 协调世界时

����年第 �� 届国际度量衡大会把艳原子能级之间的跃迁频率定义为 �� 秒
，

����年采用国际原

子时 �����即 ��� 的平均原子时尺度
�

为了使发播时刻与世界时接近
，

���� 年发播协调时 ���
，

其频率与 ���有关
，

而时刻接近 ���
�

���� 年国际无线电咨询委员会第 ��� 号决议 ��� 的频率与

���相同
，

而 ��� 与 ���必须保持小于 ����
，

如果大于 ���� 时就跳秒
�

在这次大会中有人认为跳秒

的非预测性影响了现代通讯和导航
，

大会决议在基本天体测量部成立重新定义 ��土的工作组
，

至 ����

年提出 ��� 的新定义和是否采用跳秒
，

或根据地球自转长期变慢的规律预测跳秒的 日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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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相底片的保护

根据 ����年第 �� 届 ��� 大会决议 ���
，

建立囊括 �� 世纪以来在照相底片上观测信息的档案资

料
�

多年来通过大视场巡天工作组
、

天图底片工作组
、

分光资料存档组的努力
，

特别最近又在比利时天

文台成立了欧洲底片中心
，

这方面的工作取得了较大进展
�

本次大会决议中建议采用数字化技术把这

些底片资料转至光盘等现代的介质上
，

这样有利于今后天文研究中应用这些宝贵的历史资料
�

� 结 束 语

和每次 ��� 大会一样
，

这次也讨论了天文学的前沿课题
，

如宇宙中行星系统
、

河外红外背景
、

亚

微角秒天体测量等
�

组织工作也很周密
，

从学术报告提要 �包括了口头和墙展报告�
、

代表证到会议文

件都是用最好的纸张出版的
，

非常精致和美观
�

由于会议在大学中召开
，

为会议代表提供了廉价的住

宿
，

但是缺少 ���� 人的报告厅
，

每次大会都要在市内的 �������
���� 大厦举行

，

而且会议分散
，

代表

见面机会少
�

中国有 �� 位学者在各种讨论会和联组会上 口头发表学术论文
，

墙展有 �� 篇
。

我国在
“

九

五
”
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 目夏商周断代工程上取得了很大成绩

，

但是在 ���会议中没有报告
� 中国是

保存古代天文观测记录最完整的国家
，

但是没有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报告
。

在大会上苏定强
、

金文敬分别

当选为第 ��仪器和技术�和第 ��天体测量�专业委员会主席
，

汪景绣等 �位当选为各专业委员会组委会

的委员
�

第 �� 届 ��� 大会将在 ���� 年 �月 ��、 �� 日在澳大利亚悉尼召开
，

第 �� 届 ��� 大会 ���� 年将

在捷克布拉格召开
，

中国天文学会正式向 ��� 执委会申请 ���� 年在中国上海召开第 �� 届 ��� 大会
，

到此时 ������ 已正式运行
，

在贵州建造的世界最大的 ���� 射电望远镜也接近完成
，

中国天文学通

过创新工程
，

在某些领域将达到国际领先地位
�

年轻的天文工作者在老一辈天文学家的关心下
，

正以崭

新的姿态迎接第 �� 届 ��� 大会在中国的召开
�

注
�

由于会议规模大
、

内容多
，

在此仅选择与作者专业有关的报告扼要介绍
，

如读者对会议报告和

讨论内容感兴趣
，

可阅读已出版的 ��� 肠
�
��������

�

��������
，

其中报告了各专业组和部门前 �年

的工作总结
�

另外
，
��� 升��

�
����

���

�������� 和 ��� ���������
� ���������

哪 ��
�

��即将出版
，

其内容包括联组讨论会上的报告和各专业委员会的讨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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