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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在的天球参考系是基本星表 ＦＫ５，它在平均观测历元 １９５０．０的位置精度为±０＂．０１，

百年自行精度为±０＂．０７。研究表明 ，ＦＫ５本身还存在有系统误差，特别是南天中高赤纬区，另

外岁差常数的误差会引起 ＦＫ５系统的转动。

根据依巴谷天体测量卫星开始工作以来约两年的结果统计，在位置、年自行和视差上的精

度，分别为±３、±４、±２毫角秒。估计在全球平差后，可达到预期的±２毫角秒。但空间天体测

量是相对测定，需要和太阳系天体的观测联系，以确定星表零点，同时空间天体测量星表还要

和以河外源为参考的河外源参考系相联系。

射电天体测量的主要工作之一，是建立以河外源为参考的参考系，并和光学天体测量相配

合，通过对射电星的观测，将地面和空间的光学星表和射电参考系联系，使其成为准惯性参考

系。

射电参考系是由若干射电源表综合而成。现在的综合射电星表主要有以下一些问题：

（１）星数还不够密，特别是作为基准的共同源不多，分布上有相当空隙。

（２）基准源位置的精度都在±１ｍａｓ或以内，但次级源和补充源的精度则在±２３ｍａｓ，甚

至更大。

（３）不同时期同一基准源的位置差有些有较大偏离。

因此需要增加源的分布密度，用多天线提高观测精度，研究观测误差来源，监测源结构变

化，和对射电源星表间以及射电－光学星表间进行比较研究。

现在初步的射电参考系已经建立，但和北天相比，南天高精度的源较少，因此特别需要增

加南天 ＶＬＢＩ天体测量观测。

进行南天ＶＬＢＩ天体测量观测的台站有Ｔｉｄｂｉｎｂｉｌｌａ，Ｈｏｂａｒｔ和Ｈａｒｔｂｅｅｓｔｈｏｅｋ等。将以上

几个台组成的观测网中，对加入和不加入上海台及 Ｋａｓｈｉｍａ站的观测作了比较，结果列表 １。

结果表明上海台和 Ｋａｓｈｉｍａ站的参加，有利于分辨率的提高，主要增加南、北分辨率和

（ｕ，ｖ）覆盖的改进。也有利于对不同 ＶＬＢＩ系统的系统误差的比较和研究。

为提高南天射电源测定精度，并进行射电光学参考系联系，提出了一个包括 ２２６个源的南

天观测纲要，其参考源选自 ＩＥＲＳ（ＲＳＣ）９２Ｃ０１．它主要用于南天射电参考系的改进和加密，

同时亦用于研究射电光学参考系联系。实际要求射电参考系达到毫角秒，甚至更高量级。在洲

际基线上毫角秒级的源结构变化，将引起厘米级测地误差。对射电源结构的射电和光学监测，



不仅对参考系的维持有利，也可用于射电星系的物理特性的研究。因此计划对所选南天观测纲

要中的部分源利用射电和光学 ＣＣＤ的观测，对源结构进行射电和光学的相互比较研究。

表 １ 包括和不包括上海台与 Ｋａｓｈｉｍａ站的观测网的比较

━１ ┄│┅┇┈┄┃┄┉┄┈┇┋┉┄┃━┃┉┉┄┃━┊┃

┃┈│┈┉┉┄┃┈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Ｗａｖｅｌｅｎｇｔｈ Ｄｅｃ．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ｍａｓ） Ｍｕｔｕａｌ

ｃｍ （ｄｅｇ） ｉｎＮ－Ｓ燉Ｅ－Ｗ ｏｂｓｅｒｖｉｎｇｔｉｍｅ

Ｔｉｄｂｉｎｂｉｌｌａ ３．６ ０ ２．５燉０．４ ３ｈ

Ｈａｒｔｂｅｅｓｔｈｏｅｋ －１０ １．３燉０．４ ４

Ｈｏｂａｒｔ －２０ １．０燉０．４ ４

－３０ ０．８燉０．４ ５

－４０ ０．７燉０．４ ５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３．６ ０ ０．５燉０．４ ３

Ｋａｓｈｉｍａ －１０ ０．５燉０．４ ３

Ｔｉｄｂｉｎｂｉｌｌａ －２０ ０．５燉０．４ ４

Ｈａｒｔｂｅｅｓｔｈｏｅｋ －３０ ０．５燉０．４ ４

Ｈｏｂａｒｔ －４０ ０．５燉０．４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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