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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天文学会学术讨论班�序号��
�《双星问题》�����年�月

，
北京�

����年 �月��日至�� 日在北京天文台连营寨观

测站�河北省兴隆县境内�举行了
“
双星动力学

”
学术

讨论班
。

参加这次讨论班的有紫金山天文台
、

上海

天文台
、

云南天文台
、

南京大学天文系
、

北京师范

大学天文系
、

北京天文台等六个单位的��名科技人

员
�

这次讨论班上宣读的文章或工作报告共 �� 篇
，

主要内容包括
�
双星测光解算方法

、

分光双星的视

向速度
、

目视双星星历表的编算
，
双星的物理和演

化以及双星的动力学问题等
。

从这些报告中反映出北京天文台
、

云南天文台

和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物理天文系合作对短周期晚

型双星�主要是�����型和 � ���型�的光电测

光和解轨方法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
并取得较大的

进展
，

今后将发表一系列的文章
�

北京师范大学和

云南天文台合作
，
对 “ ��� 和 �����做了光电测光

和光谱观测
，

取得较好的结果
。

北京天文台与云南天

文台合作
，

对四颗分光双星�角宿一
、

大陵五
、 刀 ���

、

兀 ���� 进行观测
，
以得到其视向速度曲线的工作

，

已有了良好的开端
�

北京天文台与美国����天文台

合作对五车二的视向速度观测
，
已取得较好的结果

�

上海天文台在目视双星星历表的编算
，
南京大学和

紫金山天文台在双星动力学方面都做 了大 量 的工

作
，
并取得一定的进展

。

这次讨论班不但有学术报告
，
还有工作报告和

调研报告
，
充分地交流了工作情况

，
了解了国际动

态
，

开阔了眼界
�

这是建国以来第一次以双星研究为专题的学术

讨论班
，
它标志着我国双星观测与研究工作有了一

定的规模并达到新的水平
�

这次讨论班开得比较成功
。

讨论班还对今后双

星工作提出了具体建议
，

大家一致认为
，
要从长计

议
，
进一步加强学习

，
互相配合

，

使我国的双星研

究工作加快步伐
，
做出较好的成绩

�

讨论班上的报告将出版一个专集
，

供大家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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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国际太阳物理研究讨论会

中国科学院主办的
“
����年昆明国际太阳物理

研究讨论会汀�� ������������一�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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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年��月��日至 ��日在中国科学院云

南天文台举行
�

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外科学家���名
，

其中有来自英国
、

加拿大
、

法国
、

联邦德国
、

荷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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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
、

日本
、
朝鲜

、

挪威
、

瑞典
、

瑞士
、

美国等

十二个国家的��名外国科学家
。

太阳物理学是一门有悠久历史
、

应用性很强
、

目

前在世界上受到广泛而深入研究的学科
�

它影响到

地球物理和全球气候
、
与国计民生有密切关系

。

我

国的科学工作者在这个领域中进行了长期大量的实

测研究工作
，
在太阳第��周活动峰年国际联合观测

期间���了�、 ����年�取得了一大批有价值的资料和

研究成果
，
受到国际同行的重视

。

为了交流和研究

讨论这些观测研究成果
，
推动我国的国际学术交 流

和科研工作
，
中国科学院决定邀请各国著名太阳和

日地空间物理学家
，

在我国南方天文研究实测基

地—云南天文台举行这次国际性天文学术会议
�

为开好这次学术会议
，
在会议领导机构中设立

了以中国科学院数理学部副主任王缓馆为主席 的
，

有前国际科联主席德雅格��
�

�����盯�等十一名中

外知名科学家组成的顾问委员会
。

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太阳活动基本机理� 耀斑及

其有关现象� 日地空间扰动现象的传播� 太阳观测

仪器等四个方面
�

中外科学家向会议提交 了 ��� 多

篇学术论文和报告
，

其中我国科学家提交了��余篇
。

根据会议主题和论文涉及的科学内容
，
会议着重讨

论了日冕瞬变现象和行星际扰动传播现象� 耀斑形

态学和耀斑能量� 无力场
、
冲浪

、

太阳内部大气动

力学� 太阳新型观测仪器等议题
�

会上邀请了十位

中外科学家就太阳物理与恒星物理 的联系 �美国
，

������
，
�

�

�
�

�
、

太阳射电物理��年�美国
，
�����

，

�
·

���
、

����年 �月�� 日日全食光学观测 〔中国
，
尤建

沂�
、

太阳大气动力学���模式的新发展�美国
，

��，
�

�

���
、

太阳耀斑的磁流体动力学�英国
，

������
，

�’
�

�

�
、

日冕瞬变�美国
，
��� �����

，
�

�

�
�

�
、

与太阳

有关的空间观测�日本
，
�������

�
�

���
、

日震学�英

国
，

��
���

，
�

�

�
、

中国古代所揭示的太阳活动 �中

国
，

徐振韬�
、

中国的太阳物理学研究�中国
，
陈彪�

等学科领域
，

作了综合性评述报告
，
中国学者的报

告具有本国特色
，
反映良好

。

会议自始至终开得生动活泼
，
学术气氛热烈

，
达

到了预期目的
。

国外科学家认为中国的太阳活动区

形态和耀斑理论分析是以太阳观测事实为背景
，
具

有中国自己的特点
。

中国的空间物理研究也有相当

好的水平
。

我国的 日全食观测和太阳物理近年的发

展
，
亦引起了国外同行专家的热切关注

。

�林兆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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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十 八 届 大 会

四年一度的国际大地测量与地球物理学联合会

������大会�第��届�于��吕�年 �月��日一��日在

汉堡举行
�

���� 共有七个协会联合而成
，
即 ���

�大地测��
、
�������地展与地球内部物理�

、
����

����火山与地球内部化学�
、
���� �地磁与高层和

星际大气物理�
、
������气象与大气物理�

、

����

�水文�
、
������海洋物理�

。

另外还有一个联合会

间的组织 ����岩石圈委员会�
�

大会形式多样
，
有

联合会举办的科普讲座
、

各协会办的学术报告会
、

若

干协会合办的讨论会
、

展览会等等
�

虽是地学界盛会
，
但由于地学研究与天文学之

间联系日益加强
，
作为天文工作者参加这次大会也

感得益非浅
�

在��� 内就见有海军夭文台
、

巴黎天

文台
、

格林尼治天文台
、

东京大学天文台
、

水泽天

文台等许多同行参加
。

与夭体测量有关内容主要是极移与���
。

有两

个专题讨论会
�

专题讨论会�标题是
“
地球自转 的

动力学方面
” ，

内容有二个方面
�
一是各种技术

，
如

甚长基线干涉
、

激光测卫
、

激光测月
、

多普勒以及

经典仪器测定地球自转参数的情况� 二是极移和 日

长变化的地球物理解释
。

包括谱分析
、
日长的长期

变慢
、

日长季节变化与大气角动量的相关性研究
、

重

力与天文观测结果之间的比较
、

张德勒摆动的激发

等等
。

专题讨论会�标题为
“
大地参考系

” �

内容有

�����联测中坐标系方面的工作报告
、

新技术在建

立参考坐标系中的作用
、

天文常数改变对坐标系的

影响等等
。

认�第八委员会是在������ 同时领导下的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