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卷 第 �期

����年 �一�月

天 文 学 进 展

�������� �� ���������

���
�

�
�

卜哥�
�

���一���
��

，
����

凳蔷裁飞
����� �� �‘ 侧��目�尹

上海天文台 �� 米射电望远镜哈雷彗星射电观测

��肠年 �� 月 �� 日至 �� 月 �日
，
在哈雷彗 星

第一次过近地点期间
，
中国科学院上海夭文台与电

子工业部西北电子设备研究所合作
，
用新研制的��

米射电望远镜在 �
�

�厘米波段进行了哈雷彗星的射

电连续谱观测
。

观测采用 ��
一
���方法

，
每天观测的

总积分时间为�
，
���一�

，
���秒

。

接收机噪声起伏��

秒积分�一般小于 �
�

��
。

为了提高信噪比
，

将六天

观测结果加权平均
，
得到哈雷彗星在 �

�

�厘米的射

电连续谱辐射的流量密度为 ��士���行
，
观测期间

的平均地心距 乙��
�

������ 平均日心 距 ���
�

��

��
。

这是初步结果
，
还需要进一步分析和验证

。

彗星的射电辐射分为连续谱和谱线两种
。

连续

谱辐射一般认为主要来自彗星冰粒 晕 ���� ������

�����区域的尘埃
、

冰粒的热辐射
，
通过对它的射

电流量密度的观测
，
可以得到彗星的物理性质的信

息
�
例如射电辐射区的大小及其变化

、

亮温度
、

密

度
、

颗粒大小等
。

彗星连续谱辐射一 股十分微弱
，

所以直到����年
，
由于射电天文技

·

�之的发展
，

灵敏

度的提高
，
才首次观测到科胡特克 ������把�� 彗

星在 �
�

�及 �
�

�座米波段的连续谱辐射
。

哈雷彗星

上一次回归为 ����年
，
那时射电天文还没有诞乌

所以
，

对于哈雷彗星来说
，
过去没有任何射电观测

资料
。

这次回归才开始了哈雷彗星的射电观测
，

无

疑
，

备个波段各种类型的射电观测
，
对于揭开它的

秘密将提供有价值的资料

钱志瀚 �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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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天文台人卫激光测距精度提高到 �一���

人卫激光测距技术是国际上用于天文学与地学

的先进技术之一
，
可以精确测定地球自转和大范围

的地壳运动
。

为了开展地球动力学和卫星大地测量

等课题研究
，
在中国科学院组织领导下

，
利用我院

多学科优势
，
由上海天文台负责总体设计

，
并与长

春光机所
、

沈阳自动化所
、

上海光机所
、

长春人卫

站
、

安徽光机所协作
，
于����年开始了 ���� 人卫

激光测距仪�第二代�的研制任务
。

第二代人卫激光测距仪由一台 ���� 口径的 跟

踪望远镜
、

一套方位和高度伺服系统
、

一台毫微秒

倍频激光器
、

一套高分辨率的时间间隔计数器和一

整套高精度光电接收
、

转换等设备组成
�

整台测距仪

可以在一台微机控制下自动跟踪飞行中的卫星
，
并

精确测量卫星的距离
。

经过协作单位的共同努力
，

第一台���� 人卫激光测距仪于 ���� 年春在上海天

文台佘山观测站安装调试
，
同年� 月 �日首 次 测

到激光地球动力学卫星��������
，
取得了较好的

测距精度
。

由此
，

该仪器作为我国的唯一代表
，
参

加了国际地球自转联测
，
即 ����� 计划 �����主

联测至 ���生年 ��月底 结 束
。

按 �贬双�了 汁 划 规

定
，
观测资料及时向美国宇航局戈达德激光狠赊网

�����������提供
。

经德克萨斯大
�

全空斑研究中

心分析
，
上海天文台的测距精度为�阮� 左右

，

最远

测程达 �
，
�必��

。

在参加 ����� 计划的全球三十

多台人卫激光测距仪器中
，
上海夭文台处于中上水

平
。

上海天文台的测距资料已被用于计算地球自转

参数及佘山站的地心坐标
。

在国际合作中
，
上海天

文台获得了全球所有激光卫星跟踪站的观测资料
，

并建立了数据处理
、

卫星精密定轨等软件系统
，
成

为全球资料分析中心之一
，
推动了国内人卫工作的

开展
。

在上述基础上
，
为了进一步提高测距精度和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