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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天体测量学术年会�����年 ��月
，

北京�

中国天文学会天文地球动力学和星 表与天文常数

两个专业委员会于 ����年 �� 月 �一 �日在北京联合

举办了天体测量学术年会
，

参加者有各天文
、

测地
、

气象
、

地震等 �� 个单位的�� 多名代表
。

北京天文学会

理事长冯克嘉到会讲话
，
祝贺年会召开

。

北京天文台

台长王缓琅会见了与会代表
，

表示欢迎
。

头两天代表们听 取
一

��篇专题 报告
， �篇动态报

告
，
�� 篇论文报告

。

报告不但数量多
，
还反映了一年

多来各方面科研和技术的成果和进展
。

最引人注目的

是后两天举行的专题讨论会
。

这集中表达了天体测量

界关注的重点和发展动向
，
涉及各单位当前的任务和

今后动向
。

与会者发言踊跃
，

各抒己见
，
互通信息

，

彼此启发
，
取得了预期效果

。

经典时纬观测仪器的新任务和 展望以及我国如何

开展 ���服务的展望这两个专题讨论
，

由于关联密切
，

综合讨论了一整天
。

大家认为
�

新技术在观测精度上
、

在描述 ��� 的精细结构上 确比经 典 技 术 有 更 大 优

势
，
但目前要进一步完善组织以取代经典技术

，
尚为

时过早
，
何况在长期测定项上还有待两种技术共同的

检测
。

我国的经典技术目前在国际上占有一定优势
。

我们的经典技术既要为四个现代化服务
，
也要坚持长

期和新技术的结果相比较
，
同时要加强建立和发展各

项新技术的措施
。

在参考坐标系的观侧
、

研究和国际合作这一专题

讨论中
，
对提高现有时纬仪器的观测星等和自动化程

度以开展暗基本星的定位工作给予很大重视
，
并就光

电中星仪目前在这方面的工作提出了具体建议
，
大家

认为
�

要加强全天等高星表的工作和大型反射子午环

的研制
，
对照相和射电天体测量要注意根据可能的条

件开拓新的课题
， 还要积极准备条件

，
以便进入空间

天体测量的领域
。

天文地球动力学和各地球科学 间的相互联系和合

作这一专题讨论
，
反映了各分支学科的扩展和深入

，

有

的甚至更广泛地和天体力学
、

恒星天文学
、

银河系的结

构和演化联系起来
。

在这方面肯定还要做出更大的探

索性和开拓性的努力
。

与会者对地震前时纬残差异常

给予很大注意
，
很多人都支持为把这一现象进一步从

有计划的观测上来给予认证和顶报而做的尝试
。

这很

可能会给时纬观测仪器带来新的生命力
。

两个专业委员会的负责人在一次扩 大 的联席会议

上
，
吁请有关单位和同志认真考虑年会中所提出的建

议和意见
，
并初步决定明年 ��月在上海举行 ����年的

学术年会
。
����年 �月关于天体测量新技术的讨论班

将请上海天文台主办
。

最后特别征求在我国经度范围

内
，
如何用现有的经典资料

、

激光人卫观测和 多普勒

观测资料在近期内较合理地计算地极坐标
，
以取代现

用的单站法
。

欢迎大家踊跃应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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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学 木 活 动 的

中国天文学会学术会议�序号 ���� 宇宙线与

高能天体物理学术讨论会�� ��� 年 �� 月
，

重庆�

全国宇宙线与高能天体物理学术讨论会于 ����年

��月 ��一�� 日在四川省重庆市召开
。

这次会议是由中

国夭文学会
“
高能夭体物理

”
和

“
星系与宇 宙学

”
两个专

业委员会与中国高能物理学会
“
宇宙线

”
专业委员会联

合召开的
。

有来自全国各地四十一个单位一百二十八

名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
。

这是两个学会第二次联合召

开这样的会议
，
上次是于 ����年夏在山东省青岛市举

行的
。

会议期间举行了三次大会
。

开幕式上
，
陆谈同志

致了开幕词
，

叶铭汉同志代表两个学会致了祝词
，
刘中

和同志报告了会议的筹备情况
，
重庆市委

、

省市物理

学会和重庆建筑工程学院领 导同志 出席了会议并讲了

话
。

他们回顾了 ���。 年以来我国科学工作者在宇宙线

和高能天体物理领域内获得的可喜进展
。

闭幕式上
，

霍安祥同志致了闭幕词
，
并对会议作了简短的总结

。

会议共收到论文一百余篇
。

霍安祥
、

李惕暗
、

尤

峻汉
、

汪珍如和何柞底等同志在大会上作了特邀报告
，

他们就宇宙线高能物理
、

宇宙线天体物理
、
�射线源

辐射能谱
、

超新星遗迹中的高能过程以及粒子物理新

近进展等作了详细的评述
。

论文报告是分字宙线和高

能天体物理两个组分别进行的
。

论文内容相当丰富
，

涉及许多方面
。

有关于探测器的试制
，
也有关于具体

事例的分析
，
有关于观测结果分析方法的讨论

，
也有

对现象作规律性的探索
， 有理论的模型计算

，
也有观

测数据的统计研究… … 。

类星体的研究正在逐步深人
，

类星体作为宇宙大尺度结构的研究 工 具 正 在 发 挥作

用
。

致密星的研究也是这次会议讨论的一个重要课题
，

不少报告论述了超新星爆发
、

中子星结构
、

中子星高

能过程
·

一
。

甘巴拉山高山乳胶室为宇宙线研究提供

了不少信息
。

特别是 ����年 �月我国发放的大型高空

科学气球已经探测到蟹状星云脉冲星 的�射线脉冲辐

射
，
引起了与会代表的广泛兴趣

。

东道主重庆建筑工程学院承担 了 具 体 的 组织工

作
，
为这次会议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
并增刊一期学院

学报作为会议专刊
。

与会代表对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同

志们的辛勤工作表示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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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射电天文学术会议����� 年 �� 月
，

北京�

���理年射电天文年会在中国天文学会射电天文专

业委员会主持下于 ����年 �� 月 �� 日至 ��月 �� 日在

北京召开
。

这次会议以北京天文台新研制成的米波综

合孔径射电望远镜为重点
，
与会代表以很大的兴趣听

取了有关米波综合孔径射电望远镜的研制报告
，
参观

了密云工作站的新望远镜
，

开展了热烈的讨论
。

大家

希望该设备能尽快地用于天文实测工作
，
在课题研究

方面做出成绩
。

在这次年会上提出的论文包括太阳射电
、

分子天

文
、

哈雷彗星射电观测
、

河外射电及 ����等多方面

的课题
�
并对有关的仪器研制成果和 进展情况进行了

交流
。

在会议期间
，
经过各单位代表的协商

，

建议在 ����

年召开四个小型学术讨论会
，
即��周太阳活动峰年射

电选题论证会
、

全国分子天文学学术讨论会
、
�����

程序设计系统在天文中的应用以及射电天文仪器讨论

会等
。

�万同山 �

��� ��������� ��
�

��
�

����

��������������� �� ��������������

��������
，

������� �����

��
�� ���������



��� 夭 文 学 进 展

中国天文学会学术会议�序号 ���
�
人造卫星

资料处理和定轨方法门��� 年 �� 月
，

无锡�

�卷

中国天文学会卫星动力学委员会于 ����年 �� 月

�� 日至��日在江苏省无锡 市 召 开 了人 造卫星资料处

理和定轨方法学术讨论会
。

到会的有中国科学院各天

文台站和空间中心
、

南京大学天文系
、

北京师范大学

天文系
、

测绘和国防科研部门以及其他有关单位的代

表共��人
。

会上宣读了论 文 报告共 �� 篇
，
书面报告

�篇
，
反映了近年来我国在卫星观测资料处理

、

卫星

精密定轨
、

利用卫星反测地心坐标
、

地极移动
、

地球

高层大气密度变化以及卫星 观 测新技术研究方面的新

成就
。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
，
这些论文的作者全部都是

中青年科技人员
，
充分表明卫星动力学及其应用领域

内科研队伍的成长
。

根据会议所定的主题
，
论文的大部份集中于卫星

多普勒和激光资料的处理以及卫星 精密定轨方法的讨

论
。

紫金山天文台黄坤仪代表卫星测地任 务 组 作 了
“
卫星动力法测地联测情况和计算结果

”
的报告

，
比较

全面地总结了近几年来国内卫星联测的经验
，
指出国

内台站对子午仪卫星的观测精度达到了国外同类仪 器

的水平
，
对卫星的定轨精度已达 �一 �米

，
反测地心

坐标的内符合精度已达一米左右
，
这是国内各单位大

力协同的结果
。

上海天文台何妙福等同志关于 �����
“

卫星的精密指向预报和精密定轨的报告
，
反映了我国

在利用激光测距资料进行卫星精密定轨和预报以及测

定地球自转参数的新进展
。

关于卫星激光观测和多普

勒观测技术进展的报告
，
也引起与会代表们的极大兴

趣
，
北京天文台禹来庚关于国产多普勒测速仪改进的

报告
，
形象地表明他们进行的大量成功的工作

，
受到代

表们的一致好评
。

杨福民等同志关于上海天文台高精

度激光测距的报告
，
表明我国的激光观测已经达到国

际上第二代人卫激光测距仪的观测水平
。

关于卫星动力学发展方向的报告和讨论
，
是会议

关注的另一中心议题
。

空间中心刘钟迁所作
“
当代参数

估计方法的进展
” ，
重点介绍了保真度估计法的发展

，

引起代表们的热烈讨论
。

代表们反映这次讨论会理论结合实际
，
对大家很

有启发
，

并建议明年组织
“
高层大气密度的变化对卫星

轨道的影响和卫星观测新技术
”
的专题讨论会

，
以进一

步促进我国卫星动力学及其应用研究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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