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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对在 198 1、 20 00 年世界上所发表的和中国学者所发表的有关恒星与恒星系统的论文作统计

发现
:

此期间世界上这一领域的发展较平稳
,

而我国的发展快速
.

这反映了改革开放后
,

我国基础

学科研究大有进展
.

从各分支所占的比重和发展来看
,

我国在恒星与恒星系统的研究与世界同期有

几乎相同的分布
,

因此总体上我国在这一领域的发展基本正常
.

当然有些分支发展较快
,

如有关超

新星及其遗迹
、

星际介质和恒星形成区
、

化学丰度的研究等
,

这和一些较强的研究团组形成有关;

在双星研究方面
,

我国则与世界发展一致
,

双星研究始终是恒星研究领域的重点 ; 而在世界范围内

较突出的关于银河系的研究
,

在我国却相对较弱
.

恒星和恒星系统这一研究领域 20 年的论文数统

计显示
,

我国学者所发表的论文只占世界总论文数的 1
.

3%
,

虽然在最后 5 年有大幅上升
,

但也只

占 2
.

0%
,

这与我国 IA U 会员数所占比例相 比是偏少的
.

就世界整体而言
,

恒星领域的研究进展

与整个天文学领域相比是较慢的
,

显然这与一批能做深空探测和高能波段观测的设备投入有关
.

因

此
,

除了对恒星及恒星系统领域作统计分析外
,

对整个天文学领域各大分支作分析可能对制定今后

我国天文学发展计划更有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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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 言

天文学作为一门基础科学
,

除了少数分支外
,

并无直接涉及国计民生
,

所以它各分支的

发展首先与各分支本身发展的历史有关
,

当然也与相邻学科和技术的发展有关
,

与发生的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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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现象有关
。

对世界上恒星与恒星系统领域所发表的论文作统计比较
,

可以看出这一领域的

发展趋势
、

热点分支
,

以及各分支发展不平衡的原因
,

这将为制定我国今后天文学规划提供参

考
。

当然
,

我们的统计只基于论文数量
,

学术论文的数量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研究状况
,

但并不完备
,

所以仅作参考
.

本文的第二部分说明了所依据的数据来源及其可能存在的不精确之处
;
第三部分则分析

了恒星与恒星系统各分支的情况
,

最后根据上述分析对我国恒星与恒星系统研究以及天文学

整体发展提出了一些看法
.

2 统计数据的来源

我们统计的数据来自两方面
:

国外学者发表的论文取自 《 A bs t r ac t of sA t r on
o

my an d sA
-

tr 叩师isc
s 》 上每年的摘要 l{]

,

而国内学者发表的论文是根据国内天文单位提供的从事天体

物理 (包括基本天体测量 ) 人员的名单在 N A s A A D s 网上查到的 z[]
。

这里要声明几点
:

(1 ) 包括在 (( A b s t r a e t o f A s t r o n o卿
a n d A s t r o p坤

s i e s )) 和 N A S A A D S 中的论文我们均

已统计在内
,

但我们发现这两个数据库对我国学者发表的论文有遗漏
,

例如它们没有收录 《中

国科学 》 和 《科学通报》 上的文章
;

(2 ) 统计过程中
,

每篇论文均等权
,

即不管它是发表在著名杂志上还是收录在并不知名的

台刊级杂志上都一样
;

(3 ) 国内论文均以第一单位是否是国内单位或第一作者是否是国内学者为准
;

( 4 ) 统计是按 5 年平均计算的
,

因为一些国际会议会引起某些年的论文数目有很大的波

动
,

而 5 年平均则会减小这方面的起伏
.

在对分支学科作统计时我们遇到 了分类的困难
,

这一点似乎对 《 A be t ar ct of A st or n o

my
a n d A s t r o p坷

s i e s )) 同样存在
。

例如
,

对 H R 10 9 9 测光文章
,

因为 H R 10 9 9 既是一密近双星又

是色球活动星
,

我们可以将它分在
“

双星
”

类
,

也可以分在
“

恒星活动
”

类
,

当然还可以分在
“

测光
”

类
,

这时我们大致依照它所讨论的重点来确定它的分类
,

应该说
,

这样做是合理的
.

幸亏这是一个大数据统计工作
,

只要我们在计数时不做特定的选择
,

即有一定的偏向性

分类
,

就不会对统计结果有太大的影响
.

又因为这一统计不影响对某一单位或某些个人的评

价
,

所以对结论应该不会有太大影响
.

统计结果分别列于表 1 和表 2
。

表中各分支的分类取 自 《 A be 七r ac t of A st r
on

o

my an d

A s t r o P坤
s i e s ))

。

表 1 1 9 8 1、 2 0 0 0 年国外学者发表的有关恒星及恒星系统的论文数统计

1 9 5 2、 2 9 5 5 2 9 5 6、 1 9 00 1 9 9 1~ 1 9 9 5 1 9 9 6、 2 0 0 0 2 0 年总和 所占比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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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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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

恒星环境
、

星风 (包括脉泽)

测光

0
.

8 0

6
.

4 0

1
.

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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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1 5 1 9、 1 95 5 1 5 9 6、 2 9加 1 9 91 、 1 9 95 1 9 9 6、 2 0 0 0 2 0年总和 所占比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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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 析

( l) 从论文总数来看
,

这 20 年中
,

国外学者在恒星与恒星系统领域共发表论文 10 万余

篇
,

而我国学者只发表了 1 33 3篇
,

占 1
.

3%
。

当然
,

在最后 5 年
,

我国学者在这一领域发表的

论文数有较大增长
,

但也只占 2
.

0%
.

作为一个天文学家人数并不少的大国 (在 IA U 会员中我

国学者占的比例是 .8 3% ls1 )
,

这样的比例实在是太低了
;

(2 ) 图 1 是这 20 年国外学者和我国学者论文数的增长图
。

可以看出
,

世界上恒星与恒星

系统领域这 20 年的发展是平稳缓慢的
.

由于一批大的地面设备和空间设备的投入
,

高能天体

物理和星系领域的研究有了很大发展
,

它们在 《 A bs tr ac t of A tS or on my an d sA t or p场 isc
s 》 中

的篇幅几乎增加了一倍 (这有待下一步统计 )
。

而我国恒星与恒星系统领域这 20 年却有了快

速的发展
.

ùùōùùùō.1000.O5C.Ooo

%、军双密报拭舰确扮O伙吃

1 , 0 0
产、 J I , , U 丫 , L ~ l , , O

年 份

图 1 19 8 1、 20 0 0年国夕闹我国学者发表的有关恒星与恒星系统的论文数统计

对于作为基础学科的天文学研究
,

我们不能认为哪一层次的天体物理学研究更有价值
,

但我们承认研究是有热点的
.

天文学各分支学科的不同增长是由观测手段提高
、

相邻学科刺

激和有利的天象发生所造成的
.

国内学者所发表的论文大多基于国内小型设备
,

这些小型设

备是适合恒星研究的 (今天看来
,

2
.

16 m 望远镜相对于 K e ck 和 v LT 也只能算是小型设备 )
.

在这 20 年中
,

我们已具有现代天体物理观测的基础
,

包括测光
、

光谱和 C C D 成像观测等
,

这也是导致我国恒星与恒星系统这一领域有较快发展的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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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图 2 是 19 项恒星与恒星系统分支学科的论文数在整个这一领域中所占的比重
.

从总

体来看
,

我国在这一领域所发表的论文数的分布与世界分布大致相同
.

这 19 项分支中
,

我们

选出论文数最多的 6 项
,

它们对于世界和我国分别为
:

双星 (包括目视
、

分光
、

密近双星 )
,

星际介质
、

分子云
、

恒星形成区
,

超新星及其遗迹
,

银河系
,

恒星环境
、

星风 (包括脉泽 )
,

变

星 (脉动变星) ; 双星 (包括 目视
、

分光
、

密近双星 )
,

超新星及其遗迹
,

恒星环境
、

星风 (包括

脉泽 )
,

变星 (脉动变星 )
,

白矮星 (中子星 )
、

脉冲星
,

星际介质
、

分子云
、

恒星形成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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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19 8 1、 2 00 0年国外和我国学者发表的有关恒星及恒星系统各分支的论文数统计

我们发现
,

除了银河系研究外
,

世界上发表论文最多的 6 个分支也是我国论文发表最多

的分支
.

而且从表 2 可以看到银河系的研究在我国虽然是弱项
,

但它的论文数具有较快的增

长速度
.

显然
,

我国学者在恒星和恒星系统研究上的关注热点与国外学者相同
.

(4 ) 从各分支发表的论文数
,

可以看到我国不同研究团组的作用
.

例如
,

原北京夭文台的

双星研究在该分支中起了很大作用
,

但遗憾的是原北京天文台没有很好地继续这一研究
,

而

原云南天文台在该方面则有了很大的发展 ; 对于超新星及其遗迹研究
,

则必须提及南京大学

的工作
,

以及后期原北京天文台在超新星观测方面的发展 ; 星际介质
、

值星形成及恒星环境

的研究则有靠于紫金山天文台和北京大学
、

北京师范大学的小组了
;
脉冲星的研究集中在北

京大学和原乌鲁木齐天文站 ; 恒星运动
、

位置等基本夭体测量的论文都是由上海夭文台提供

的
;
化学丰度研究的快速发展主要依靠原北京天文台的研究小组

,

以及上海天文台在该领域

理论方面的研究
.

希望这些研究小组能继承传统并有所发展
.

国内其他学者也应积极努力
,

加强国内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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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交流
,

尽早成为上述各小组的同行
.

4 结 论

( l) 近 20 年我国恒星及恒星系统研究有很大进展
,

但是它占世界同一领域中的比重还非

常小
;

(2 ) 20 年中
,

世界恒星及恒星系统研究发展平稳缓慢
,

而我国在改革开放后该领域有较快

的发展
,

这与我国建立了适合恒星研究的夭体物理实测基础和对基础研究的重视有关 ;

(a) 对各分支的统计发现
,

我国恒星及恒星系统研究的重点与世界该领域的研究重点符合

得很好
,

表明我国学者也能把握住研究热点
.

可以看到
,

地面中小型设备对恒星领域的研究较

适合
,

而我国在近期能用于天文观测的也只有中小型设备
.

夭文学不同分支
、

不同层次的研究

都是必需的
,

它们都有各自所要解决的问题
.

应该承认天文学研究有热点
,

但不存在哪一层次

的研究更高级
.

热点与研究工具
、

相邻学科和合适天象有关
.

近年我国恒星层次的研究应更重

视
,

因为它能充分利用我国现有的观测设备
;

(’) 在恒星及恒星系统这一领域
,

银河系研究已成为世界上论文数最多的分支之一
,

而且

其论文数增长迅速
.

我国
“

九五
”

重大科学工程一
L A M O ST 也将成为从事此项研究最合适

的设备
,

所以我们认为可将银河系研究列入下一阶段研究的重点
.

致谢 感谢各天文单位科研管理部门为我们提供了较完备的这 20 年从事天体物理研究的学

者名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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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学进展》 2 0 0 5 年征稿启事
1

.

本刊刊登反映国内夕沃文学研究的最新进展和作者见解的述评
、

前沿介绍
、

专题讲座 (以上一般不超

过 80 00 字 )
、

研究简讯 (约 3 00 0 字)
、

学术活动报导和短评 (均应少于 15 00 字)
.

反映新思路
、

新手

段
、

新成果的短评优先发表
.

2
.

来稿须包括
:

题名
、

作者署名
、

作者单位及所在地与邮政编码
、

摘要
、

关键词
、

正文
、

参考文献
、

英文

摘要
、

英文关键词等
.

3
.

来稿应论点明确
、

叙述梢练
、

条理清晰
、

深入浅出
,

以利非本分支学科的读者阅读
.

4
.

摘要应简明扼要地概括正文中的主要信息
.

采用第三人称的写法
,

不用
“

本文
” 、 “

作者
”

等作主语
.

稿件如果不以英文发表
,

英文摘要不宜太短
,

一般应控制在半页 (约 18 00 个英文字符 ) 至一页之间
.

5
.

关键词请尽可能参照 A PJ
、

M N R A S 和 A & A 共同采用的关键词表选用
,

可适当扩充
.

6
.

稿件中引用论点
、

公式
、

图
、

表均需注明参考文献 (按文中出现顺序编码
,

在右上角用 ,J
、
方括号标出 )

.

正文后则按编码次序依本刊要求的编排格式列出相应的参考文献
.

7
.

审定稿后需提供字迹清晰的清稿样
,

以及清稿样的电子文本
.

本刊采用 C C T (中西文 L at ex ) 系统软

件排版
,

采用其它排版软件者请将 *. d co 文件发送至我部
.

稿件所有内容请里于同一文件中
.

8
.

图
、

表务求精
、

简
、

规范
,

以配合文字阐明观点
.

公式务求精约
,

杜绝公式推导过程
.

9
.

请勿一稿两投
.

来稿请一式两份
,

挂号寄至上海市南丹路 80 号 《天文学进展》 编辑部
,

邮政编码
:

20 0 030 ; 联系电话
:

(02 1 )64 3 86 19 1 x 34 5 或 3 4 6 : D m ia l
: t w x」

z @ c e nt er
·

s h助
·

aC
·

c n .

《天文学进展 》 编料部

2 0 04 年 9 月 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