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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天文站
、

少年宫
、

科技馆 �夭文部份�的经验交

流观摩会
。

�
�

����年在广州召开普及委员会第四次工作

会议
‘

了
�

参加
《
地球概论

》
研究会学术活动

�

会议还请了应邀前来参加会议的华东师大地理

系金祖孟教授作
《
地球概论教学研究中的概念体会

》

的学术报告
。

会议最后一天
，
代表们参观刚修复

、

重新开放

的
《
北京古观象台

》 。

同志们对这座具有五百年以上

历史
、

名闻中外的古天文台如今已修理得金碧辉煌

感到高兴
，
对八大巨型天文铜仪保存完好

，

表示赞

赏
。

�陈晓中�

������� ������������ ������� ���
�

������ ��
�

�� 《������������ �����������，

��� �������》 ��������
，

��� �����

����� ����一������

中国天文学会学术会议�序号 ��
�

图书情报工作学术交流会�����年 �月
，
昆明�

中国天文学会图书情报委员会主持召开的第一

次图书情报学术交流会于����年 �月��日至�� 日在

昆明举行
。

全国天文界中有十五个单位的图书情报部门的

代表和科研人员代表参加了会议
。

长期从事天文学科图书情报工作的一些老 同

志
，

结合自己的工作经验
，

就书刊管理和资料交换等

问题作了系统的发言
。

与会代表联系本单位工作实

际
，

展开了热烈讨论
，

广泛地交流了经验
。

会议对学会图书情报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开

展的几项工作进行了检查
。

大家满意地看到
，
绝大

多数单位都定期编制了天文学科原版新书刊和国外

交换资料的目录
，

并进行了内部交换
。

委托许邦信
、

曹恒兴
、

蔡贤德三同志组 织
《
����

���� �� ����。
�

����
��� ������������，�第二版�一书及其 汉

、

德
、

日
、

俄
、

法索引的编辑工作已基本完成
。

委托

映西天文台调查在西安地区印刷出版天文情报刊物

的可能性的工作已于去年底完成
。

委托北京天文台

调研国内外计算机情报检索和建立数据库动态的 工

作也已完成
，
并将调研结果及北京夭文台已开始试

验工作的情况向会议作了汇报
。

会议还就图书情报队伍的建设
、

编制天文学科

期刊资料联合目录等问题进行了认真的 协 商 与 讨

论
�

与会代表认为
�

�一�目前天文界图书情报工作队伍中年青同 志

较多
，

开展馆际协作的工作势在必行
。

建议开展图

书情报工作历史较为悠久的单位能热心接待兄弟单

位的青年同志来馆学习和工作
，
或把具有丰富经验

的老同志短期借调到青年同志较多的单位就某项 具

体工作进行传
、

帮
、

带
，

以利相互切磋
，

共同提高
。

对

子缺乏天文专业基础知识的青年同志
，
希望各有关

大学能给予进修之便
。

�二�建立天文学科文献数据库的工作对科研秘

教学 日显重要
。

希望各单位予以重视
，

大力支持
。

已在试行的单位
，

望能持续下去
，

取得经验
。

尚未

开展的单位
，

建议抓紧制订计划
，
努力开创条件

，

争取早日开展这项工作
。

�三�进一步做好编制各单位天文期刊资料联合

目录的工作
。

由云南天文台图书情报室牵头
，
拟订

实施细则
，
提交各单位编制有关的馆藏目录

，
然后

归总整理
，

付印出版后再分发各单位
。

�四�为进一步做好国际交换工作起见
，
由上海

天文台图书情报室牵头编制国外资料交 换 单 位 名

录
。

各有关单位分别承担一定的编制任务
，
交上海

天文台图书情报室汇总付印出版
，
然后再分发各有

关单位
。

�五�北京天文台试刊中文
《
中国夭文学文摘

》
的

工作值得提倡
。

建议各单位热情支持北京天文台的

这项工作
。

在每期学报台刊之类出版物定稿后
，

及

时将文摘提供北京天文台
，
以利迅速汇编出版

。

建

议学会考虑组织力量
，
创造条件

，
出版

、

发行英文
《
中国天文学文摘

》 ，
以便及时向国外介绍我国天文

事业的发展动态
，
促进资料交换工作

。

�六�学会其他专业组的学术交流活动是交流科



�期 学 术 会 议 活 动 �拍

技情报的一种有效的形式
�

提请学会常务理事会考

虑
，

能否建议各专业组举行学术讨会时
，
给图书情

报委员会适当的名额
，
以利了解学科发展动向及科

研
、

教学人员对图书情报资料的需求
，
便于做好服

务工作
。

会议建议于����年 �月在临渔举行图书馆学情

报学学术讨论会
。

希望天文界图书情报工作人员结

合自己的工作实际
，
选择急需解决的课题

，
从理论

上加以探讨
，
以期提高业务水平

，
改进服务质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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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电天文学术讨论会�����年 �月
，
北京�

由中国天文学会射电天文专业委员会主持召开

的全国射电天文学术会议于一九八三年九月二 日至

八日在北京大学举行
。

来自全国有关十一个单位 四

十一名正式代表参加了会议
。

中国科学院数理学部

副主任
、

北京天文台台长王缓馆同志
，

北京大学地

球物理系系主任谢炎同志到会讲话
，

祝贺会议召开
�

他们希望全国射电天文工作者团结起来
，

克服困难
，

为迅速开展我国宇宙射电观测和研究贡献力量
。

鉴于全国射电天文界研制多年的几项中型设备

均已取得较大进展
，

有些设备已接近投入观测
，

故

这次会议以米波综合孔径
、

毫米波射电望远镜
、

甚

长基线干涉仪和十米射电望远镜的总体性能及可能

的观测选题为重点
。

北台
、

紫台
、

上海台和云台的同

志在会上就近期即将完成的各项设备的 总 体设计
、

研制情况以及选题考虑做了详细的介绍
。

与会代表

似极大关注听取了这些报告
，
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

会议期间代表们还就当前宇宙射电各个领域的

专题进行评述
，
内容涉及分子云

、

脉泽源
、

脉冲星
、

致密射电源
、

河外低频变源
、

正常星系
、

超新星爆

发和遗迹等
。

这些报告着重介绍了国外各领域观测

和研究的现状
、

发展趋势以及我们正在进行和今后

可能进行的课题
。

对近年引起天文界广泛注意的新

课题如分子云中的高速气体
、

射电展源中的喷流等

现象进行了评论
�

会上还就当前世界上亚毫米波天

文学发展情况
、

趋势以及在我国开展研究的可能性

提出了报告
。

会议期间对射电天文专业的研究生培养计划
、

措施进行了讨论和交流
。

最后通过了会议纪要
。

可以预期
，
这次会议对

我国今后射电天文学的发展将会产生积极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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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天体物理学术讨论会�����年 �月
，
乌鲁木齐市�

理论天体物理学术讨论会于����年 �月��一��

日在新疆乌鲁木齐市昆仑宾馆召开
。

这个会议是由

中国天文学会
“
高能天体物理

”
和

“
星系与宇宙学

”
两

个专业委员会联合召开的
。

会前
，
于 �月�� 日一��

日
，
还由这两个专业委员会举办了一期宇宙学暑期

讲习班
。

参加宇宙学暑期讲习班的有来自全国各地的 专

业工作者三十余人
�

这次讲习班由方励之作了宇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