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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干几个天文学名词的修改意见

中国天文学会天文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受全国 自

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办公室的委托
，
于 ���� 年 �

月审定了一批现代中国天文文献中经常出现的天文

学基本名词 �参见本刊有关会议报道�
。

审定中发现

有些我国习用的天文学名词的词义与它们的学术概

念有较大的差异
，
有些外来词的译名不够准确或有

错误
。

经过分析讨论
，
我们对这些名词

，
根据与其学

术涵义对应为主要原则进行了修改
。

现将变动较大
，

影响较广的部分名词列出于下
，

希望引起广大关心

天文学名词的读者共同讨论
。

�
、

吻切平面
、

吻切椭圆
、

吻切根数 在讨论天

体的轨澎孟动时常用的
���������� ����� 一词

，

曾

有过两种译法
�
���

“
吻切平面

”
�见 ����年版

《
天文

学名词
，
�

，
���

“
密切平面

” �

现今中国天文学文献中
，

大都采用
“
密切

”
这一名称

。

然而
，
就这一名词的内

涵来说
，
用

“
密切

”
是不恰当的

。

《
英汉数学词汇

》
一书确实把该词译为

“
密切平

面
” 。

这个词在数学上的精确定义是
�
一条曲线上某

点的切线和主法线所构成的平面
。

因此
，

天体运动

轨道上某一点处的
“
密切平面

”
应当是天体速度矢量

和加速度矢量所构成的平面
。

但是
，
任何一本天体

力学教科书上都明白无误地把 ���������� ����� 一

词定义为位置矢量和速度矢量所构成的平面
。

由此

可见
，
该词在数学和天文学中的内涵是不同 的

�

在

天文学中建议采用
“
吻切平面

”

而摈弃
“
密切平面

” �

类似地
，

建议使用
“
吻切椭圆

” ， “
吻切根数

” 。

�
、

视宁度 在光学天文中
，

有一个评价影响观

测质量的地球大气宁静程度的量
，
英名为 �������

����年公布的
《
天文学名词

》
将 ������的汉名定为

“
明晰度

” 。
����年公布的

《
天文学名词

，
仍沿用

“
明晰

度
” 。

����一” 年编订的 《
中俄英天文学名词

》
将其

改为
“

大气宁静度
” ，
����一��年出版的

《
英汉天文学

词汇
》
又改为

“
星象宁静度

” �

鉴于 ������是大气折射

率扰动对观测质最�星像大小
、

抖动
、

模糊
、

衍射环破

碎以及面源的细节分辨程度等�的综合效应
，
从这一

内涵出发
，

兼顾原文的构成和名词的简洁性
，
建议定

名为
“
视宁度

” ，
并相应地把 ������ ���� 称为

“

视影

圆面
” ，

将 ������ �����称为
“

视影
，，。

�
、

光球细链 该词相应的英文词是 ��������
。

它

的涵义是
�
在 �����线的线翼�入��

，
���士��埃�处

观测时
，
在米粒花样中出现的一种弯曲的细亮条纹

，

有点象链子
，
它可能与 �

。
线的远翼��

。
��埃�及附

近连续区的光中所见图样相同
。

由于它是光球上 的

米粒图样中的结构
，
形状似细链

，

故定为
“
光球细

链
” 。

该词以前曾误为
“
色球层细链

” 。

�
、

太阳风层 该词对应的英文词是�
����������

，

其涵义是太阳风在太阳周围所延伸的区域
，
该区 域

从太阳起一直延伸到太阳风层顶 ������������
。

在

该处
，
太阳风的冲撞压力与银河磁场

、

宇宙线和星际

气体产生的星际空间的压力相平衡
。

太阳风层顶 到

太阳的距离尚无准确值
，
常用 值 在�� 至 ��� 天文

单位之间
。

该词曾被译为
“
日球层

” ，

意义不明确
，

现

建议定为
“
太阳风层

” 。

�
、

暴缩 该词相应的英文词为 ��������� ，
意为

天体内部的向内的爆发
。

该词曾被译为
“
内爆

” ，

未

能表达其爆发的方向性
，
易使人误解为天体内部的

向外爆发
。

考虑到该词涵义中的爆发性和内向性
，
建

议定名为
“
暴缩

” 。

�
、

激变变星和灾变变星 过去
，
天文学中习惯

把超新星
、

新星和再发新星等爆发天体统称为
“
灾变

变星
，，。

此词的英文对应词为 ����������� ��������
�

五十年代以来
，

天体物理学中日益明确
，

新星
、

再发

新星和矮新星尽管在活动期出现激烈的光变
，
但光

变前后天体并未发生根本性的质变
，

故不宜称之为
“
灾变

” 。

只有超新星事件是名符其实的灾变
，
爆发

前恒星和爆发后的遗迹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天体
�

����年
，

著名女天文学家 �
�

�� �����
一���

。 �

������ 在 ������几�“ ��不������乙上发表的纪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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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研究五十周年的文章中
，

建议将两类天象分开用

两词表述
�
超新星事件称为�����������

，

新星及类

似天象则称为���������
，

这种做法已得到公认
。

据

此 我们建议以
“
灾变变星

”
指超新星

，
相应于英文词

������������ ��������
，
以

“
激变变星

”
为新星

、

再发

新星
、

类新星
、

矮新星等爆发变星的统称
，
相应于英

文词
����������� ��������

。

�
、

蝎虎天体 该词原作
“
蝎虎座��型天体，’�相

应于英文词 �� ��� �������
。

此类天体的典型天体

蝎虎座 ��
，

开始曾被认为是变星
，
因此采用变星编

码方法命名
，
并以它作为这一类型的名称

。

现在知

道该类天体并非银河系内变星
，
而是河外天体

。

用
“
蝎虎座 ��型天体

”
容易与变星相混

，
字数也太多

。

现英文中也已经创造出 �����
���一词来代表该 类

天体
。

因此
，

建议将其定名为
“
蝎虎夭体

” ，
既简单明

了
，
又同英文词相对应

。

�
、

多方球 该词相应的英文词是���������
，
意

指以多方过程为基础的物态方程建立的恒星模型
。

以前的天文学辞书和
《
中国大百科全书

·

天文学
》
卷

中均误作
“
多层球

” ，

实际上
，

该词无
“
层

”
的涵义

，

现

据其学术概念和物理名词
“
多方过程

” ，

建议将其改

为
“

多方球，’�

�
、

宇宙学
、

宇宙论和宇宙模型 在宇宙学中
，

这三个词的使用有些混乱
。

我们建议
�
以

“
学

”
表分

支学科
，

表示用某种方法
、

从某种角度研究宇宙的学

科体系
，

如
“
宇宙学

” ， “
观测宇宙学

” ， “
数值宇宙学

” �

宇宙学中的不同学派则一律称之为
“
论

” ，
如

“

牛顿宇

宙论
” ， “
相对论宇宙论

” ， “
大爆炸宇宙论

” 、 “

物质
一
反

物质宇宙论
” ， “
等级式宇宙论

” 。

在一定学派下的具

体方案则称之为
“
模型

” ，

如
“
标准宇宙模型

” ， “
爱因

斯坦
一
德西特宇宙模型

” ， “

稳恒态宇宙模型
” ， “

勒梅

特宇宙模型
” ， “
暴涨宇宙模型

’，。

��
、

科学 〔式」时号 ����年政务院公布的
《
夭

文学名词
》 、
����年版的

《
中俄英天文学名词

》
和����

年版的
《
英汉天文学词汇

》
中

，

均将其英文词误为
������� ���� �����一

，

经查核原文
，
该词应为������

��� ���� ������
。

�中国天文学会天文学名词审定委 员会�

��� �������� �� ��幻。 �

�����������������������‘ �

���� �����������������������

��������� �����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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