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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回顾了建立国际地球自转服务 (IE sR ) 的历 史过程
,

简述了 IE R S 机构各部门的设置及其作

用
.

着重介绍了 I E R S 重建的理由和过程以及新 I E R S 机构的组成
.

最后给出 IE R S 成果对现有

科学研究的作用和意义
.

关 健 词 天体测量与天体力学 一 国际地球自转服务

参考架 一 地球定向参数 一 全球地球物理流

分 类 号 P 1 2
,

P 1 3

评论 一 国际天球参考架 一 国际地球

1 历史背景

地球 自转参数 ( E ar ht R ot at io n P ar a m et er
s ,

简称 E RP ) 是天文研究
、

大地测量
、

航海
、

航

空以及星际导航等必不可少 的参量
.

为了测定地极在地面 的位置
,

18 95 年由位于北纬 39 “ 0 81

的 6 个纬度站组成了国际纬度服务 (I nt e r n
at i o n al L at i t u d e s e r v i e e ,

简称 IL S )
,

并在 18 9 9 年

开始工作
。

后来
,

参加的台站发生变动
,

仅 5 个台站维持了长期观测
.

科学的发展对地极坐标

的精度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
.

1 9 62 年 IL S 中央局从意大利迁到 日本水泽时
,

在原有 IL S 工作基

础上
,

改组和扩建为国际极移服务 l( nt ern at ion al P ol ar M ot ion se vr ice
,

简称 IP M s)
。

除了继

续做好 IL S 的传统工作外
,

还广泛地用全球的时纬观测资料计算地极坐标
。

其最大的贡献是

给出了 1 8 99 年以来的纬度测定 的一个均匀序列 lI]
,

使人们拥有 80 年的实测纬度观测资料
.

时间服务从 19 10 年 5 月 23 日法 国埃菲铁塔发播时号开始
,

随后各 国相继发播时号
,

精

度为
S 量级

.

1 9 1 2 年 10 月 15 日在 巴黎召开国际学术会议
,

讨论提高时号发播 的精度
,

并决

定成立国际时间局 (B
u r e a u Int e r n a t i o n al d e l

,

H e u r e ,

简称 B I H )
,

以统一发表各国的授时资

料
.

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缘故
,

直到 19 2 2 年 B I H 才正式成立
.

它综合各仪器的结果给出统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 1 9 8 3 3 0 1 0
、

1 9 8 3 3 0 3 0 和 1 0 0 73 0 1 5 ) 资助课题 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重要方向项 目

(K J C X Z
一

S W
一

T l ) 和重点项 目 (9 7 1 1 4 2 ) 资助课题 上海市科技发展基金项 目 (0 1 J C 1 4 0 5 8 ) 资助课题

2 0 02
一

0 -7 1 2 收到 2 0 0 2
一

0 8
一

1 5 收到修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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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的高精度的 U T O
。

19 6 7年 B I H局长 G u ion t 在归算方法上作了很大改进
,

用时间和纬度

观测同时解算 U T I
一

U T C
、

极坐标 X 和 Y (天极位置由岁差和章动模型给出 )
,

并建立了 B I H

1 96 8 系统 z[]
,

在此系统中用全球的时纬观测重新计算 了 19 6 2 年以来的 E R P 值
.

20 世纪 70 年代末
,

由于空间技术
:

激光测月 (L
u n ar L as er aR

n g in g
,

简称 L L R )
、

卫星测距

( S a t e ll i t e L as
e r R a n g i n g

,

简称 S L R ) 和甚长基线干涉测量 (Ve
r y L o n g B a s e l i n e In t e r fe r o m e t r y

,

简称 V L B )I 的迅速发展
,

E RP 的测定精度比运用经典技术时提高 1个多量级
。

多普勒和 L L R

观测资料分别在 19 7 2 年和 19 76 年正式用于计算 E R P 值
,

19 7 5 年和 19 5 0 年 S L R
、

V L B I 的

观测资料也先后应用于 B I H 综合解中
.

1 9 83 年 9 月 1 日 、 1 9 84 年 10 月 31 日的国际地球 自

转联测 阁
,

.

不仅推动了新技术的发展
,

也促使新技术进入常规观测
,

而且还使新老技术得到

了充分的比较
.

为此
,

国际天文联合会 ( In t e r n a t i o n a l A s t r o n o m i e al U n i o n ,

简称 IA U )
、

国际

测地和地球物理联合会 (Int
e r n a t io aln U n io n o f G eo d e s y a n d G e o p勿

s ic s ,

简称 I U G G ) 决定设

立国际地球 自转服务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E a r t h oR t a t i o n S e r v ie e ,

简称 I E R S )
.

19 8 7 年 3 月在美

国喷气推进实验室 (J P L ) 召开了 IE R S 成立的筹备会议
,

会上选举了 现RS 主席团主席
,

讨论

了成员组成和机构的设置
,

并决定从 19 8 8 年以后只采用空间技术观测资料来计算 5 个地球定

向参数 (E
a r t h o r i e nt a t i o n P a r a m e t e r s ,

简称 E o P ) 【4 ]
.

1 95 5 年 l 月 IE R s 正式成立并替代

T 分别成立于 19 2 2 年的 B IH 和 19 6 2 年的 I P M S
。

2 I E R S 机构的设置和作用

IE R S 主席团下设中央局 (包括两个快速服务分局
:

地球定向参数快速服务和大气角动量分

局 ; 国际天球参考架
、

国际地球参考架
、

地球定向参数和规范部门 ) 和 3 个技术协调中心 (包括

V L B I
、

L L R 和 s L R )
.

以后又在 3 个技术协调中心中增加了全球定位系统 ( G l o b a l p o s i t i o n i n g

s y s t e m
,

简称为 G p S )
、

星载多普勒测轨和无线电定位系统 (D
o p p le r o r b i t d e t e r

而 n a t i o n a n d

aR d i o p o s i t i o n i n g Int e g r a t e d o n S a t e ll i t e ,

简称 D O R IS )
。

主席团由中央局
、

3 个协调中心
、

IA U
、

IU G G 和 FA G s ( eF d e r a t io n 。 f A s t r o n o m i e a z

an d G e o p场
s i e al D at a A n a l y s i s S e r v i e e s

) 各推选 出 1 名代表
,

再加 1 名主席共 8 人组成 (以

后 G P S
、

D O R sI 等协调中心以及中央局中各分部都派代表参加
,

19 9 8 年后主席团成员增加

至 14 人 )
.

由提名委员会提出主席团人选
,

且每隔 4 年推选新的主席
,

19 88 、 2 000 年先后由

oY k叮
a m a

(日本 )
、

y认t s k iv (乌克兰 ) 和 eR i g b e r
(德国 ) 担任主席

。

中央局的职责是
:

(l) 提供国际天球参考架
、

国际地球参考架
、

地球定向参数和规范
;

( 2 ) 组织新技术的联测
,

如 19 9 2 年组织了 S E A R C H
,

92 联测
,

目的在于监测地球 自转的快

速变化 15 ] ;

(a) 组织一些课题的特别研究
,

如 1 99 7 年 1 月组织地心运动研究 e[]
,

19 9 7 年 9 月组织

厄尔尼诺
、

地球 自转与相关现象的研究 v[] ;

(4 ) 负责出版各种 I E R s 刊物
:

B u ll e t i n 一

B
、

B ul le t i n 一 C
、

B ul l e t i n 一

D
、

年报
、

规范和技

术报告
、

B ul le it n 一

A (它是快速服务的刊物
,

由美国海军天文台负责出版 )
,

以及不定期的简讯

G az e t t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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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I E R S 的重组 [8 ]

199 6 年 IE R s 工作组会议是一个以
。

IE R s 使命
、

现状和未来
”

l0] 为专题的讨论会
,

会

上提出了重组 IE R S 的建议
,

该建议在以后主席团会议上又议论过多次
.

重组的原因是
:

(l)

空间技术 G P S
、

S L R
、

L L R 和 V L B I 都重新成立了新的国际组织
,

如 199 4 年国际全球

定位系统服务 (I nt e r n at i o n al G P S s e r v ie e ,

简称 I G S ) 成立
,

1 9 9 9 年国际甚长基线测量服

务 (Int
e r n at io n al v L B I S e vr i e e ,

简称 VI S ) 和 国际激光测距服务 ( Int e r n at i o n al L as e r

aR 雌 i n g

se vr ic e ,

简称 IL R s) 成立
,

以及不久国际星载多普勒测轨和无线电定位系统服务 ( Int er n at fo n al

D O斑 5 Se r v i e e ,

简称 I D S ) 也将成立
;

( 2 ) 19 9 8 年 1 月在 I E R S 组建 + 周年之际
,

成立 T 全

球地球物理流 (lG ob al G eo p坷 is ca l F hi ids
,

简称 G G F ) 协调中心
,

它负责给出地球各层流体

的运动
,

并研究它与地球 自转和参考架之间的关系
;

( a) 中央局不适合既要开展科学研究又要

处理行政事务
.

1 9 9 8 年 9 月在德国波兹坦召开 IE R S 工作组会议
,

会上讨论了 IE R S 重组的

具体步骤
,

并成立了以 M ul le r 为首的提案评议委员会
.

199 9 年 n 月 15 日 IE R s 主席 eR i g b e r
发出了有关重组事项以及邀请有关单位参加新的

I E SR 的信件
,

至 20 00 年 3 月 23 日共收到 13 个国家 24 个提案
.

2 0 00 年 4 月在法 国尼斯和

6 月在美国华盛顿
,

提案评议委员会分别对这些提案进行了讨论
,

并把它们提交给 2 0 00 年 6

月 3、 4 日在华盛顿召开的第 30 次 I E R S 主席团会议
.

会上与会者对这些建议逐条进行讨论
,

并要求 I G S
、

W S 和 IL R S 各推选 2 人参加新的 I E R S 主席团
.

20 00 年 9 月在德国法兰克福

当新 I E R S 主席团成员全部到会时
,

提案评议委员会主席宜布了最后的讨论结果
.

实际上
,

这

次会议是老的 I E R S 开始向新的 IE R S 过渡的标志
.

期间中央局己从 巴黎天文台迁至法兰克福

的测量及制图研究所
.

2 0 0 0 年 12 月 18 日在旧金 山召开第 32 次 I E R S 主席团会议
,

捷克 vo
n d a r k 当选为新 的

I E R S 主席团的主席
.

4 新 I E R S 机构各部门的组成及作用 图

新 IE R S 主席团下设 5 个部分
:

技术 中心 (包括 I G s 技术 中心
、

IL R S 技术中心
、

Iv S

技术中心和 D O UI S 技术中心卜 成果中心 (包括地球定向成果中心
、

快速服务和预报成果中

心
、

规范成果中心
、

国际天球参考系 (l C R s) 成果中心
、

国际地球参考系 (l T sR ) 成果中心和

全球地球物理流成果中心 )
;
联合研究中心 ; 分析协调部和中央局

.

各技术中心推选 2 人 (其

中 D O UI S 技术中心为 1 人 )
,

其他中心推选 1 人参加主席团
, .

现主席团由 20 人组成
,

如图 1

所示
.

各部分的作用如下
:

I G S 技术中心
:

组织观测 G P S
、

G L O N A S S 和计划中的其他全球导航卫星
.

现全球约有

20 0 个 G P S 跟踪站
;
几个跟踪网中心

; 3 个全球资料分析中心
; 7 个分析中心和 1 个分析

协调中心
.

其中
,

分析协调中心的主要任务是对分析中心给出的结果进行 比较和改进以及提

供 IG S 的成果
.

I G S 的科学成果包括 G P S 卫星的广播和精密星历表
; G P S 跟踪台站 的坐

标
、

速度和其他 I T R F 有关 的成果
;
地球定向参数的信息

; 同温层水汽的分布
; 电离层电子密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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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
; G P S 卫星钟历元和有关时间的信息

.

IL R S 技术中心
:

组织月球和卫星 L ag eo s 一I
、

L ag eo s- n 等的观测
.

现有 50 个卫星跟踪站
;

4 个运行 中心
; 3 个分析中心

; 4 个月球测距资料分析中心
; 18 个辅助分析中心

; 2 个全球

数据中心和 1 个地区数据中心
.

其成果支持测地和地球物理的研究 以及维持 IT R F
.

W S 技术中心
:

组织全球 的 V L B I 观测
.

现有 30 个 V L B I 台站
; 3 个运行中心

; 7 个相

关器
; 6 个数据中心

; 18 个分析中心
; 9 个技术中心和 1 个协调中心

.

其成果是提供射 电源

的位置以实现 I A U 新定义的 IC 邢
.

它是 目前唯一能给出 5 个地球定 向参数 (U T I
、

X
、

Y

和天极坐标) 的技术中心
,

今后将提供 自洽的 E O P 和参考架的联合解
.

D O uI s 技术中心
:

正在用全球资料同时解算台站坐标和速度
、

台站坐标的时间序列 (每

个星期解 )
、

极移和 日长
.

已有 3 低轨卫星配备 D O IU S 接收器
,

以后将有更多的卫星配备

D O IU S 设备
.

目前全球有 52 个跟踪台站
,

大部分与 G P S 台站并置
.

该 中心由法 国 C N E S

( C e nt er N at i o n al o f d
,

E t u d e S p at i a l e
) 负责

,

其全球数据中心 由美国 C D D IS (N A S A C r us t al

D ”
a

而
e 。 n at

a I n fo r
m

a t i o n S y s t e
m ) 负责

.

地球定向成果中心
:

负责每月给出最佳 的地球定向参数
,

且在分析数据过程中与分析协

调和联合研究中心一起保证给出的成果与 IT R F 和 IC R F 一致
;
给出天文时与民用时之差值

刀 U T I
,

以使无线电时号发播台在时号中加入此值
;
估计 U T I

一

U T C 的差值
,

给出 U T C 时号

的跳秒值
.

快速服务和预报成果中心
:

直接从各技术中心得到观测成果
,

每星期 2 次提供地球定 向

参数
,

并预报 l yr 后的值
.

为满足高精度用户的需要
,

采用如 G P S 轨道预测的方法
,

可以每

天 (或根据观测结果的情况 ) 提供地球定向参数
.

规范成果中心
:

维持各种技术归算 中 rB R S 的协议模型
、

常数和标准 (包括软件 )
,

并经

常与有关专家联系
,

以了解这方面 的研究进展
.

期望每 3 yr 给出一个新版本
,

然后通过电子

方式提供给用户
.

I C R S 成果中心
:

与 W S 技术中心一起承担提供射电源坐标以及维持 I C R S 和 I C R F 的

任务
.

具体作用如下
:

与 IV S 合作维持和扩充现有 I C R F
,

定期 新 I C R F 星表
;
定量给出

射电源天体测量 的特征参数
; 负责监测与其他参考架的联系

,

使用户可以从其他参考架进入

IC SR
;
根据对未来 I C R S 的研究

,

与 IV S 和 I A U 国际天球参考系工作组合作提出实现未来

Ic R s 的建议
; 维持 I C R F

、

I T邢 和地球定向参数时间序列的一致性
.

I T R S 成果中心
:

通过并置和本地大地测量的记录评估 IT R F 网
,

以维持现有的 I T R F
。

用技术中心或分析中心提供的测地资料计算综合的 I T R F
,

并分析和研究各分析中心给出的

台站坐标之间存在差异的原因
.

全球地球物理流成果中心
:

用全球观测资料和模型来计算地球物理流的角动量
、

力矩的变

化等
,

以便研究由质量转移引起的地球 自转
、

引力场和地心的变化
.

它包括 7 个分局
:

大气
、

海洋
、

海潮
、

水文
、

地慢
、

地核
、

重力和地心分局
.

2 0 02 年 2 月 1 日又成立了负荷分局 【10]
.

联合研究中心
:

向分析协调部提供联合解的方法和软件
.

联合解方法有 2 种
:

基于初始

的观测资料
;
基于观测资料经过归算后由各技术中心向 IE R S 提供的结果

.

分析协调部
:

协调和保证 I E R S 工作在各技术中心和成果中心顺利开展
,

并通过成果的

质量评估来提高 I E SR 各种成果的一致性和精度
;
综合各技术中心的成果

,

以便给出统一的



1期 金文敬等
:

国际地球自转服务 ( IE R s) 评介

I E R S成果
.

中央局
:

主席团的秘书处
,

安排各种会议
; 出版 IE R S 各种刊物和简讯 M es s

ag
e ; 也是

IE R S 与用户之间的桥梁
,

把技术中心
、

成果中心和联合研究中心的成果送至用户
。

5 新 I E R S 的特点

新 IE R S 的特点如下
:

( l) 充分发挥各技术和成果中心的作用
。

在新 IE R S 中
,

各成果中心不再通过中央局而直

接受主席团的领导
,

理顺 了各个部门之间的关系
;

( 2 ) 中央局只是主席团的秘书处
;

( 3 )成立了联合研究中心
.

各种技术的综合解是观测成果的重要体现
,

以前曾发表过 I E R S

和 J P L 用各分析中心提供的 I C R F
、

IT R F 和 E O P 序列综合得到的联合解
,

1 99 6 年挪威 国

防研究所电子部开始用各种技术的观测资料推算联合解
,

随后德 国大地测量所也进行了此工

作
,

这项工作能从理论上分析和研究各种技术得到的 E O P 和台站坐标存在差异的原因
;

(4 ) 分析协调部协调各部门工作
,

以保证得到高精度的 IE R S 成果
。

IE R S 的成果除了第 1 节所述之外
,

还包括给 出全球地球物理流
,

如全球质量和角动量分

布的情况
.

这些成果可用于
:

提供天文和测地参考系
; 监测和模拟地球 自转和指向

; 监测和模

拟固体地球的形变
; 监测包括大气和水文在 内的各种地球物理流中的质量变化

; 用于人造卫

星的定轨
; 用于地球物理和大气的研究

,

如地球物理流与固体地球之间动力学作用 的研究
;

用于空间导航
.

6 结 束 语

IE R S 通过重组
,

充分发挥和协调了各部 门的作用
,

使其能提供相互一致
、

高精度 的成果
。

同时又能开展新的观测和科学研究
,

如扩充射电源的观测 ;
探讨 IC R F

、

IT R F 和 E O P 联合

解的方法
; 研究全球地球物理流与地球 自转的关系等

,

使 IE R S 的服务提高至一个新水平
。

不

仅如此 I E R S 还在地球 自转研究方面发挥着组织和领先作用
。

以往的 B I H
、

IL S 和 IP M S 以及现在的 IE R S 都是地球 自转研究方面的国际合作组织
,

历来受到各国时间服务组织和现在天文地球动力学研究机构 的重视
。

很多观测特别是 E O P 和

全球地球物理流的观测
,

都需要合理分布在全球的各个观测 台站 的参加
,

这体现 了国际合作

的重要性
。

相信各国有关单位将继续参加 IE R S 的各项科学研究工作
,

为地球 自转以及天球和

地球参考架的研究作出应有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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