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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东 威 海 太 阳 物 理 国 际 研 讨 会

�����年 �月 �、 �� 日
，

威海�

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
九五

”
重点项 目

“
太阳射电爆发频谱及其物理机制

” 、

国家重点基础

研究发展规划项 目
“
太阳剧烈活动与空间灾害天气

”

子课题
“
太阳高能粒子的起源与输出

”
等研究为背

景
，

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组织的太阳物理国际

研讨会于 ����年 �月 �、 �� 日在山东省威海市山

东大学威海分校召开
�

会议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员会
、

紫金山天文台和国家天文台等单位的大力

资助
，

并得到国际天文联合会 �����第 ��委员会

的认可
�

与会者主要来自紫金山天文台太阳活动团

组
，

国家天文台太阳射电
、

磁场和预报团组
，

空间科

学与应用研究中心
，

南京大学天文系
，

中国科技大

学地球和空间科学系
，

北京师范大学天文系
，

俄罗

斯圣彼得堡中心天文台
、

伊尔库茨克 日地物理研究

所和下罗夫格尔德射电物理研究所
，

美国宇航局戈

达德航天中心和马里兰大学
，

日本野边山天文台
，

以及沙特阿拉伯阿布达尔阿齐兹皇家大学天文系
，

共 ��余人
�

其中国外正式代表 �人
�

本次会议在

内容和组织方式上力求创新
，

办出特色
�

���由于单次邀请报告难以被其它领域的学者和

研究生所理解
，

因此本次会议邀请世界太阳物理有

关领域的知名学者从观测到理论
、

从基础到前沿作系

列报告
�

例如俄罗斯圣彼得堡中心天文台 ��������

博士的
“
日冕等离子体过程

” 、

日本野边 山天文台

�������� 博士的
“
太阳射电和 � 射线物理

” 、

美国

马里兰大学吴京生教授的
“
太阳高能粒子和射电辐

射理论
” 、

国家天文台汪景珠研究员的
“
太阳磁场的

观测和理论
” 、

美国宇航局戈达德航天中心 ������

�����博士的
“
日冕物质抛射的观测和理论

”
等系

列报告均引起与会者的强烈兴趣
�

其他与会者也采用张贴报告的方式介绍了各自

的研究
�

会上和会后还留有充足的时间让与会者进

行深入的交流
�

因此本次会议具有学术研讨会和暑

期讲习班的双重功能
�

���为了促进太阳物理的多波段研究
，

并强调太

阳活动对近地环境的影响是太阳物理研究的一个重

要组成部分
，

与会的单位和人员涵盖了太阳射电
、

光学和空间科学等多个领域
�

与会者中年轻学者和

研究生为多数
，

这对今后不同领域的相互交流必将

产生深远的影响
�

��� 为了满足国内太阳物理研究人员和研究生

对掌握国际太阳物理软件 �����的迫切摇要
，

特

邀请俄罗斯伊尔库茨克 日地物理研究所 ��������

博士作
“
用 ���软件进行太阳数据分析

”
的系列报

告
，

并安排计算机教室
，

让与会者得到实时的操作
�

综上所述
，

由于本次会议的报告内容与国内与

会者所承担的国家自然科学重点基金和 ���子课题

具有密切关系
，

必将对上述项 目的深入开展和更加

广泛的国际合作产生极大的推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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