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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天文学会学术会议�序号���
�
卫星动力学�����年��月

，
漳州�

由中国天文学会卫星动力学专业委员会主持的

第四届卫星动力学学术讨论会于����年��月中旬在

福建漳州举行
。

参加会议的有来自中国科学院
、

高

等学校
、

国防科委和总参测绘部门所属十九个单位

的五十位代表
。

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卫星动力测地中的精密定轨

和近地卫星定轨中的大气研究两个方面
。

会上共宣

读了 ��篇论文和综述报告
。

紫金山天文台和总参测

绘研究所的代表作了有关卫星动力测地中的多普勒

资料处理和精密定轨问题的报告� 上海天文台提出

的报告中对 ������ 卫星精密定轨所涉及 到 的各种

摄动源作了详尽的分析
，
并给出了合理的数学模式

。

总参郑州测绘学院和广州人卫站的两篇报告
，
对全

球定位系统�����及其在大地测量等方面的应用 作

了较全面的介绍
，
引起了与会代表们的注意

�

关于

大气及其在近地卫星定轨中引起的各种 问题 �密度

模式
，
阻力系数和卫星面质比的变化等�也是与会

代表所关心的问题
，
对紫金山天文台和 �����部队

等单位的几篇报告中提出的问题展开了 热 烈 的 讨

论
�

有关数学处理方法和理论问题
，
会上亦有反映

。

洛阳测通所和北京天文 台的几位代表作了最优估计

和近代最小二乘法在人卫定轨中的应用的报告� 南

京大学天文系的几位代表提出了三篇理论研究和实

用方法�人卫轨道共振
、

中间轨道实用化的探讨和开

普勒方程临界状态的解法�的报告
。

代表们在会上和会后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频繁

的接触
，
彼此交流各自的研究工作

。

最后又针对近

地卫星定轨精度的提高和大气模式的研究
、

全球定

位系统�����两个方面作了专题讨论
，
并推 荐几个

单位在这两个方面进一步作深入的调研和 课 题 论

证
，
尽快地提出今后研究的方向

，
为有关领导部门

考虑七五规划提供可靠的依据
。

与会代表一致认为
，
卫星动力学专业委员会今

后要更加注意发挥一个学术团体的作用
，
既要组织

学术交流活动
，
又要为我国有关单位在这个领域内

的选题等方面提供有价值的建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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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天文学会学术会议�序号���
�

天文数值模拟�����年�一�月
，
温州�

在中国夭文学会支持下
，
由南京大学天文系

、

紫金山天文台
、

上梅天文台共同主办的天文数值模

拟讨论会
，
于����年 �月��日至 �月 �日在浙江温

州举行
。

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全国各天文台及高等院

校的代表��人
�

与会代表均为中青年科研工作者
，

其中研究生 �人
�

讨论会共宣读论文��篇
�

研究范围包括宇宙大

尺度结构
、

星系团
、

星系
、

星云
、

密近双星
、

奥尔

特彗星云
、

环状天体系统等
，
介绍与使用的方法有

直接积分法 �阿曼
一科恩方法等�

、

网格差分法�修正

的九格法等�和其他方法
。

这些报告和论文
，
反映了

我国天文界数值模拟研究的新进展
。

与会代表还讨论了进一步深入开展数值模拟研

究的许多问题
。

大家认为
，
夭文数值模拟是国际上

七十年代初开展起来的
，
其研究对象涉及天文学的

各个分支
，
是十分有前途的一个研究领域

�

我国天

文界从七十年代末即开始这方面的研究
，
经过几年

时间
，
已取得不少成果

�

随着计算技术的发展
，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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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这方面工作的人越来越多
，
前景广阔

。

与会代表还认为
，
今后应加强国内同行及有关

学科 �特别如图象显示� 的交流 �包括召开学术会

议�
，
并扩大与国际天文界的联系

，
这些都是至关重

要的
，
它将促进天文数值模拟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

�郑家庆�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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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天文学会学术会议�序号���
�

计算机和天体力学�����年 �月
，
青岛�

����年 �月 �日至��日
，
本年度夭体力学年会

在青岛市召开
。

注册代表的 人
，

其中有研 究 生 ��

人
。

会上共宣读论文报告��篇
，
包括综述报告 �篇

�

会议报告涉及了当前天体力学的一 些 活 跃 领

域
，
显示了近代大型电子计算机出现后

，
随着航天

工程的发展和观测技术的革新
，
理论和应用天体力

学所获得的新进展
�

动力系统中运动的紊乱性是现在许多学科普遍

关注的问题
。

最初用数值实例揭示这一现象的正是

天体力学工作者
。

会议特邀北京大学钱敏
、

张锦炎
，

兰州大学顾雁分别从数学和物理的角度 介 绍 了 紊

乱
、

突变和分岔现象
。

在会上天体力学工作者也宣

读了有关扩充的 �如。 � 映射的研究报告
�

从事三体和多体问题定性研究的论文有 �篇
。

内容有对天体演化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
轨道共振

”
进

行的系列研究
，
有对定性研究基本方法的探讨和对

一些特殊运动的研究
。

会上的报告也涉及了大型计算机的使用
，
精密

定轨软件的建立和对数值方法的探索
。

天体力学本身虽是一门基础学科
，
但它也有应

用的一面
�

一些论文把天体力学方法用到人造卫星

运动
、

大行星和星系的演化上去
，
取得了一定的成

果
�

由于观测新技术的出现
，
观测精度的迅速提高

，

对在定轨和数据处理中相对论效应的研究已迫在眉

睫
。

与会代表普遍对之关注
�

会上还介绍了不久前

在列宁格勒召开的天体力学和天体测量中的相对论

问题国际讨论会的动态
，
并对卫星激光测距中的相

对论效应作了探讨
�

与会代表认为
，
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和交叉是

十分重要的
�

为了完成一项理论的或应 用 性的课

题
，
往往需要多学科的知识与技术的综合运用

�

应

当鼓励从事各学科研究的同志互相合作
。

天体力学

工作者应当扩大自己的基础面和知识面
。

希望这些

建议能在大学生和研究生的培养计划中有所 体现
�

代表们就下次会议的时间
、

地点和论题进行了

商榷
，
供下届专业委员会讨论

�

�黄天衣�

��� ��功�加��� ��
�

��� �恤
�����

��� ������五�������过��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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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天文学会学术会议�序号引�
�

天文仪器与新技术应用�����年��月
，
昆明�

中国夭文学会����年天文仪器与技术专业学术

讨论会于����年��月 ��一�� 日在昆明举行
�

中国

科学院云南夭文台受中国天文学会天文仪器与技术

专业委员会的委托
，
负责筹办和组织召开了这次会

议
�

鑫加会议的有来自七个单位的正式代表��人
，

列席代表�人
�

中国科学院昆明分院副院长王义明
、

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台长张柏荣
、

副台长冯和生

参加了会议并作了发言
�

会议共收到 ��篇 论 文报

告
。

会上宣读了��篇
。

这些论文报告反映了我国夭文界近年来在新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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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的研究和应用方面取得了一批令人鼓舞 的成果
�

其中较为突出的如云南天文台在紫金山天文台的协

作下完成了我国第一套 ��� 天文接收系统 的研 制

工作之后
，
又在斑点干涉术的天文应用上取得了初

步的成功
，
研制成功适用于云南天 文 台 ��� 一米

望远镜的斑点干涉照相机
，
并取得了较好的试观测

结果
。

与会代表对这一成果产生了很大的兴趣
，
给

予了好评
，
并建议云南天文台将这一工作继续深入

下去
。

又如北京天文台和紫金山天文台分别在����

����� 机和 ���机上建 立的图象处理系统
，
北京

天文台对光纤和红外探测技术的应用以及用电子计

算机进行结构优化设计的工作
，

大邑光电所的自适

应光学等
，
都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
受到了与会代表

的重视和好评
。

与会代表一致认为
，
我们不仅在终

端和处理方法方面应当采用新技术
，
而且在天文仪

器�例如大望远镜�的研制中也应当大力应用新技术

和开展新技术的预研工作
�

有的代表应邀在会上作了有关我国目前正在研

制的一些较大型望远镜进展情况的报告
。

这些望远

镜的研制工作近年来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

例如
，

南京天文仪器厂研制的 �
�

��米望远镜
，
已进入了机

电联调的阶段� �
�

�米红外望远镜已在北京天文 台

初步安装完毕� 太阳精细结构望远镜已运到云南天

文台
，
即将进行安装调试工作

。

上海天文台研制的

�
�

弱米望远镜已完成了光机电总装工作
，

进入了试

观测阶段
。

这些仪器的完成和即将完成
，
不仅是我

国天文仪器界的大事
，
而且将对我国天文学的发展

做出一定的贡献
�

代表们听取了云南天文台 �
�

�米地平式望远锐
�

垂直轴系精度的精密检测方法及结果分析的报告
。

根据测试结果
，
代表们认为

，
该镜完全具备了改造

成为一台用于恒星测光和激光测卫的天文望远镜的
‘

基础
，
并且认为这项工作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

紫金

山天文台的代表介绍了他们研制 �
�

�米望远镜的情

况
。

他们在主镜和镜筒加工方面已取得了较大的进

展
�

会议代表们认为应当加快这些仪器 的研 制 工

作
，
使其能早日完成

。

学术讨论会进行期间还举行了一次关于建造我
�

国大型望远镜的座谈会
�

与会同志发言十分热烈
�

大家认为
，
应该由工程技术和天文研究两个方面的

人员分别开展预研工作
，
然后共同提出一个合理的

最佳方案
。

与会代表认为
，
这次学术讨论会开得非常成功

，

对大家的工作都很有帮助
。

建议今后应更经常地开

展学术交流和举行这样的学术讨论会
�

会议建议明

年继续举行天文仪器与技术专业学术讨论会
，
地点

和时间待定
�

�凌宗项�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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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天文学会学术会议�序号���
�

����年射电天文学术年会�����年��月
，
上海�

中国夭文学会射电天文学术年会于�明 巧一�� 生参加了这次会议
。

日在上海天文台举行
�

分子天文学讨论会和 ���� 会议上宣读了��篇研究和工作报告
，

涉及到太

发展座谈会的有关报告与年会结合进行
。

阳射电观测设备的研制和观测资料的分析
、

星际分

参加会议的有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
、

云南天 子云和脉泽源的观测和理论探讨
、

射电星系的演化

文台
、

陕西天文台
、

乌鲁木齐人卫站
、

上海天文台
、

和能量的输运过程
、

����的布网和射电星的观测
。

中国科大天体物理研究室
、

南京天文仪器厂
、

南京 在大型设备方面报告了北京米波综合孔径的目前进

大学天文系
、
北京师范大学天文系

、
北京大学地球 展情况和对全国开放的问题� 肠米射电望远镜的若

物理系
、

紫金山天文台和上海科大电子物理研究所 干检测方案� ��
�

�米毫米波射电望远镜 的进 展 情

等��个单位
，

会议正式代表��人� 一批年轻的研究 况� 天仪厂提出了自动天线的设计新方法
�

�� 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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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会议安排了关于我国 ����今后发 展 的 专 题 报

告
，
部分代表被邀请参加了 ����发展座谈会

�

会议期间
，
����年日环食射电观测协调小组召

开了会议
，
研究了����年的协调工作的计划

�

�张福俊�

��� ��������� ��
�

��� ���� �����

��������� ������� �������
��

，
�������

�����

������ ������

中国夭文学会 ����年学术讨论班�序号��
�

���在照相天体测量中的应用�����年�月
，

南京�

在中国天文学会星表们天文常数专业委员会主

持下
，
由紫金山天文芒

、和南京大学天文系共同筹办
，

���用于照相天体测量工作的学术讨论班于����年

�月 �一 �� 日在南京召开
。

来自紫金 山 天 文 台
、

南京大学
、

上海天文台
、

天津纬度站
、

武汉测地所

和北京天文馆等单位的�� 名 代表 参加了这次讨论

班
。

多年来
，
我国在小行星

、

彗星和人造卫星等天

体的照相定位观测以及恒星自行与视 差测定方面积

累了不少底片
，
即将投入观测的�

�

弱米天体测量望

远镜等仪器将获得数量宠大的照相底片
。

过去
，
底

片量度一直是采用人工对星象的方法
，
精度低

，
效

串差
，
已经远远不能适应照相天体测量工作的发展

�

近年来
，
国际上出现了不少现代化底片量度仪

。

其

中
，
���用于照相夭体测量底片量度取得了一些很

好的结果
。

紫金山天文台也利用本台 引进 的 ��〕�

作了初步的研究
，
取得了一些较好的结果

。

为了促

进 ���在照相天体测量工作中的应用并就有 关 问

题进行深入的探讨
，
举办了这次学术讨论班

�

会上
，
紫金山天文台苏洪钧介绍了 ���的基本

原理和系统� 鲁春林介绍了���用于照相天体测最

的研究进展情况
。

与会代表就此进行了 热 烈 的 讨

论
�

讨论班期间
，
上海天文台王家戮和紫金山天文

台鲁春林等用 ���测量了佘山的一组视差底片
，
将

结果与 ����� 量度仪的测量结果进行了比较
�

就重

复性而言
，
���为士�拜

，

����� 为士如
�

会议 一 致

认为
， ���用于照相天体测量的前景是广阔的

，
但

还有不少问题需要研究和探讨
。

讨论班呼吁有关单

位加强力量
，
继续对 ���的性能

、

使用方法及系统

误差进行深入的研究
，
以满足照相天体测显各方面

工作的要求
。

讨论班还对我国照相天体测量今后的 发展进行

了讨论
，
并刘

‘

照相天体测量方面人才培养等问题提

出了不少积极的建议
。

讨论班决定于 ����年秋季在

天津召开专题讨论会
，
主要内容是底片归算方法特

别是底片重迭法的应用
�

�普春林�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国天文学会学术会议�序号���
�

中国天文学会第五届代表大会�����年��月
，
武汉�

中国天文学会第五届代表大会����年��月��一

邓 日在武汉市举行
�

出席这届大会的各 地 代表共

。 �名，
代表了中国天文学会�

，���名会员
�

湖北省

和武汉市科协
、

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的负责同志到

会讲话表示祝贺
�

中国天文学会第四届理事会理事长
、

紫金山天

文台名誉台长张钮哲在大会上致了开幕词
�

他回顾

了第四届代表大会以来的三年中我国天文工作蓬勃

发展的形势
，
无论在理论研究

、

应用研究还是天文

仪器的研制方面都取得了可喜成果
。

在这些成果中
，

中青年天文工作者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

在国际交往

方面
，
我会在国际天文学联合会中的合法席位已正

式恢复
，
并两次派代表团参加了 ���大会

。

他在回

顾和肯定成绩的同时
，
指出我国天文工作和国际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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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水平相比还有距离
，
必须加快步伐向前发展

，
他

殷切期望我会会员更好地团结起来
，
群策群力

，

共

同奋斗
，
并表示相信中国的天文事业一定会不断发

展
，
更加活跃

，
充满生气

。

四届理事会秘书长苗永宽代表四届理事会作了

工作报告
。

他回顾了三年来学会各项工作的进展
，

并按学术活动
、

国际交往
、

组织建设
、

天文学名词

审定
、

天文刊物编辑出版和天文普及工作等六个方

面总结和报告了工作
�

在会上
，
代表们还听取了叶

叔华
、

任江平
、

诸耀泉和沈盘安就中国天文学会代

表团出席 ����年 �月在印度召开的��� 第十九届

大会情况的汇报
�

大会经过热烈讨论
，

修改补充并通过了新的会

章和四届理事会的工作报告
。

最后以无记名投票方

式经过差额选举
，
选出了第五届理亭会

，
新当选理

一

事��人
�

王缓琅
、

叶叔华
、

方励之
、

苗永宽
、

吴守贤
、

张柏荣
、

童傅
、

邢骏
、

乔鼎声
、

何香涛
、

李启斌
、

苏定强
、

沈海璋
、

钟集
、

韩天芭
、

方成
、

王兰娟
、

叶式挥
、

冯克嘉
、

刘林
、
刘彩品

、

许邦信
、

李竞
、

陈晓中
、

邹振隆
、

吴铭蟾
、

张国栋
、

张和琪
、

陆谈
、

何妙福
、

苗永瑞
、

冒蔚
、

徐品新
、

徐振韬
、

郭乃竖
、

黄祯
、

黄磷
、

黄克谅
、

程景全
、

谭徽松
、

潘小培
、

薄树人
。

新的一届理事会推选了王缓詹为理事长
、

叶叔

华
、

方励之
、

苗永宽
、

吴守贤和张柏荣为副理事长
，

童傅为秘书长
�

�张守中�

������������ ��
�

������ ��� ���
�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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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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