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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青年天文学家联合会成立

����年 �月�� 日在陕西临渔召开了中国青年天

文学家联合会成立大会
，
同时召开了第一届会员代

表会议
�

来自全国各地的二十五名会员代表参加了

会议
�

他们代表全国现有会员一百多名
�

会议产生

了联合会的领导机构
�

推选出第一届理事会理事共

十名
�

会议自始至终充满着活泼和谐的气氛
�

青年天文学家联合会是在中国天文 学 会 建 议

下
，
经过全国各地青年天文工作者的充分酝酿和准

备后成立的
�

它是我国青年天文工作者的学术性群

众团体
。

联合会的成立将加强全国各地青年天文工作者

之间在学术研究方面的联系
、

交流和合作
，
组织各

种学术活动
，
增进与国际青年天文工作者之间的了

解和友谊
。

它的成立标志着我国青年一代天文工作

者正逐步走向成熟
，
证明了我国天文事业后继有人

，

这是我国天文界的一件大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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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天文学会����年学术讨论班�序号��
�
空间天文学术讨论班

�����年��月
，

厦门�

空间天文����年学术讨论班于 ��肠 年�月�一

��日在福建厦门鼓浪屿岛举行
。

这次讨论班是由中

国天文学会大气外天文观测专业委员会和中国空间

科学学会空间天文专业委员会联合召开的
。

参加会

议的有紫金山天文台
、

上海天文台
、

北京天文台
、

高能物理所
、

空间物理所
、

北京大学
、

中国科技大

学
、

南京大学和西北工业大学等科研教育单位 中从

事空间天文工作的��多名代表
。

讨论班宣读论文和报告��余篇
，
其内容有以下

几方面
�
��� 空间天文研究的最新成果和进展介绍 �

���我国空间天文工作者近年来在太阳研究方 面 的

成果����气球观测技术和成果介绍
。

这次讨论班
，
由于代表们来自各个不 同 的 领

域
，

所以交流的内容相当广泛
，
反映了空间科学这

门新兴的边缘学科的生气勃勃的特点
。

参加这次讨

论班的全是中青年科学家
，
包括一些研究生

。

讨论

班上人人作报告
，

个个是听众
，

生动活跃
，
气氛热

烈
�

与会者收获较大
。

�张宁中�

��� ���� �������� ��
·

�� ��
�

�����班� ���� ����� ������
��

，
��

�

������ �����

������ ����������

中国天文学会����年学术讨论班�序号��
�

射电天文仪器技术讨论班

�����年��月
，

浙江乐清�

中国天文学会于����年��月��日一�� 月�� 日在

浙江省乐清县召开了全国首届
“
射电天文仪器技术

讨论班
， ，
出席讨论班的有紫金山天文台

、

北京天文

台
、

云南天文台
、

南京大学
、

北京师范大学
、

北京

大学
、

中国科技大学
、

上海科技大学
、

乌鲁木齐人

卫站
、

天文仪器厂
、

长虹无线电厂等十一个单位的

三十名代表
。

这次讨论班专门讨论射电天文仪器技术方面的

工作
，
目的是为了促进我国射电天文仪器的研制工

作
，
为从事射电天文仪器研制

、

使用及维护的科技

人员提供一个交流经验
、

共同提高的机会
。

这次讨

论班由紫台
、
南大

、

乌站
、

北师大
、

云台有关人员

发起
，
并由紫台与南大负责筹备的

�

这次讨论班共收到论文��篇
、

讨论提纲�篇
，

南

大李春生和紫台韩溥同志分别作了特邀报告
。

这些

论文主要集中在
“

太阳射电快速观测技术
” 、 “

太阳射



�期 学 术 活 动 ���

电频谱观测技术
”
两个方面

。

会议交流了各单位近

年来在这两个方面所取得的成果
，

如 北 台金 声震
“ ���� 波太阳射电快速观测的回顾与展望

” 、

紫台黄

福泉
‘，��一��型高速辐射计接收机 ” 、

云台夏志国
“
米

彼数字频谱仪
”
等工作报告�并提出了一些太阳射电

观测设备的新设想
，

如南大彭云楼
、

秦志海提出的

封
太阳爆发的三维观测

” 、

紫台裴立本
、

黄福泉提出

钓
“
快速超宽带太阳声光频谱仪

”
等等

�

与会代表一

致觉得这次讨论班议题明确
、

讨论集中深入
，
确有

收获和启发
。

这次讨论斑还就我国射电天文技术研究工作今

后如何加强协作和交流进行了讨论
。

大家认为射电

天文技术是射电天文发展的基础
，
在以往的各种学

术会议中
，
射电天文技术方面的代表较少

，

会议内容

又较广泛
，
很难就射电夭文技术领域特有的一些问

题进行深入讨论� 现在我国的射电天文技术力量已

有一支相当好的队伍
，
开展了不少工作

，

有许多问

题需要讨论和交流
�

为此
，
与会代表一致认为

，
召

开象����年
“
射电天文仪器技术讨论班

”
这样的内容

较为集中的射电天文技术专业会议
，
很有必要

，
宜

定期举行
�

为此
，
与会代表向中国天文学会申请 在

����年召开第二次射电天文技术讨论会
，
并建议 由

云南天文台和中国科技大学筹备和主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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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天文学联合会�����第��届大会决议

���第��届大会于����年�月��一��日在印度德里召开
。

大会通过了由大会执行委员会及决议委员会

提交的��项决议�人一�
�

和��一�众 并对各分支委员会提交的��项决议��
�

一��
‘
�表示赞同

�

决议�
，
大会决定第肚委员会今后的名称为

“
生物天文学

�
地球外生命的探索

” 。

决议�
�

大会重申了国际科学联合会������于����年 �月在剑桥通过的第��项决议
，
该决议对科学家的出

境签证遭到拒绝表示极大的关心
，
并意识到这是国际间科学合作的严重障碍

�

大会决定由 ���催促所

有成员国领导尽快解决决议��所涉及的各种问题
。

决议�
�

大会重申���� 于����年在握太华通过的决议 �
，

该决议对违反����的一般原则的事件�例如
�

对

希望参加科学会议的科学家不批准入境签证�表示极大关心
�

大会决定 ���催促各国领导遵循����常委会关于对科学家自由来往的准则
，
这些都刊登在常委会出版

的
“
国际科学会议组织者指南

”
中

。

决议 �
，
对于时间所承担的职责

��� 重申
�
建立国际原子时�����和协调世界时�����是国际时间局�����目前的任务之一

。

同时���

是 ���
、
����和 ����的所属机构

，
同时考虑到

���最早用于天文学的原子时标
，
现已有了更广泛的用途�

������完全基于与天文无关的物理测量 �

���现有国际计量局负责主要物理最的测量值的统一 �

������是基于���和夭文时间尺度—世界时 ���的�

������� 在����年的建议�
一�中提及 ���转移至国际计量局������

，

同意 ���完全由����接替
，
作为国际计量委员会������和大会的任务

，
建议将决定并通 知价�系

统的跳秒和 乙���改正值以及评定地球自转参数的任务交给新的国际地球自转服务
。

���� 倡议成立

一个有��� 代表参加的常委会
，
以关心用户的利益

�

决议 �
�

参考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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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虑到����������� 观测和分析计划的结果是
�
侧定地球在空间的指向有了显著的改进

，
以 及

意识到常规监测地球的指向和建立
、

维持一个新的习用地球参考系对科学研究和工作的重要性
，
决定

�

��� 在夭文和地球物理服务联合会������内建立一个新的国际地球自转服务
，
从 ���� 年 �月 �日起

取代����和���
，
以监测地球自转和维持习用地球参考系�

���延长�����������观测分析
、

相互比较和散发结果的计划
，

直到新的服务组织开展工作为止�

���建议维持一个光学天体测量网
，
以快速测定 ����

���成立一个临时领导委员会
，
提出新服务组织的研究范围

、
结构和组成等方面的建议

，
这也是延 长

�田���������计划的常委会
，
并强烈要求����� 计划的参加者在新的服务组织开展工作之前

，
继

续高精度地测定地球自转和参考系
，
并把结果提供给���

�

决议�
�

国际无线电咨询委员会的活动

��� 重申����年 ���第��届大会通过的关于
“
对射电天文观测的干扰

”
的决议���� ���一���

，
同 时

注意到��� ���
、
����和 ������在射电天文和空间科学频率分配国际联合委员会 �������中协作

了若干年
，
以得到国际同意这些频带�

���在空间开始的某些实验
，
其发播频串处于这些频带之一

，
因此这些发播可能会干扰对哈雷彗星 ��

轻基辐射的观测�

������又第��届大会关于修改���号建议的提议
，
反映了夭文工作者的意愿�

������� ���号和���号报告的新增部分和一个草拟的新建议���
�

�

������
，
强调了射电天文学家所

关注的来自空间站特别是来自地球静止卫星的假发射可能产生的影响
，
并

肯定了��� ���� 第�研究组关于修改���号建议
、
���

、

���号报告和建议草案����
�

������的文件受到

天文学家的欢迎
，
并作为对 ���� 第��届大会的贡献�

���关于建议草案���
�

�

������
，

天文学家应当往意到任何一个天文台不要在地球静止卫星轨道 了 以

内进行观测
，

而且需要最大限度地减少所用天线的旁瓣增益
，
并

建议
�
鉴于来自空间的无线电发射的干扰对射电天文学的特殊威胁

，

所有那些需要从空间发播无线电信

号的系统设计
，
在设计阶段必须同�����协商

，
以保证灵敏的被动射电观测在将来不会受到威胁

。

决议 �
‘
在空间发射无线电频率

国际天文学联合会

考虑到���在 �
，
���一�

，
阅���� 范围内的某些频带对射电天文学非常重要

，
尤其是下述频 带

� �
，
���

一�
，
�������

，
�

，
���

�

�一�
，
���

�

����
，
�

，
���一�

，
������ 和�

，
���

�

�一�
，
���

�

�����

�幻 射电天文台特别容易受到飞机和宇宙飞船上的发射机所发射信号的影响�

����
，

���一�
，
�����吃的频率范围也是许多国家的导航

、

定位和通讯卫星系统所考虑的频带�

���某些调制方法正普遍地被应用于空间无线电服务
，
例如

�
可能使射电天文受到干扰的扩展谱技术

，

不仅在接近发射带的频带受到影响
，

而且在已分配给空间服务用的远离这些频率护倾带也受到影响�

�助 国际电讯联盟�����流动服务世界管理无线电大会�������预定于����年开展工作�
，

将�
，
���一

�
，
������频带分配给卫星服务部门�

���计划在����年利用地球静止卫星的空间服务计划可能建立起技术标准
，
以控制从空间服务发射机来

的无用的发射
，

强烈要求���在可行时
，
管理部门对带有发射机的宇宙飞船或飞机的空间系统的工作频率

，
要避免使用

上述���中所列频带�

���管理部门在����年为����流动服务和 ���� 年的空间����准备建议时
，
要考虑目前对射电天文

服务所分配的频带及其对飞机和空间发射的影响�

�助 管理部门设计和采用的技术规范
，

要能控制从空间服务中发射机来的无用的发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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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机构要通过对射电天文和空间科学频率分配的国际委员会协调影响射电天文的这些卫星系统
，

并在设计阶段有充分时间对大家关心的问题有效地交换意见
�

决议 �
。
����协作

国际天文联合会

考虑到��� 合理建立起来的地面����国际协作已经获得了高角分辨率的射电图像�

�幻 地面�����图像表明了需要更高的分辨率
，
它可由地面阵和将来的空间天线阵共同来实现�

���发射空间����部件到地球轨道上去的可行性问题
，

全球许多空间机构正在调查研究中�

������� 全部的科学效益只有通过所有空间天线和现有地面设备同时工作的观测才能得到�

�助 ������ 已建立了一个��
一���委员会来研究空间和地面����联合工作的要求

，

建议各国和国际的有关领导应关心空间和地面����
，
及时作好协调工作

，
为这一重要国际计划作出贡

献
。

决议�
。
天文台址的保护�略�

决议�
，
空间污染的危险

���极其关注利用空间进行科学研究和其他目的的活动的显著增加
，
以及伴随而来的空间污染

，
影响

了地面和空间的天文观测
。

重申以前的关于使用空间的决议
，
没有经过充分的国际研究和协商

，

任何小

组不得以任何充式改变地球的环境
，
并催促所有国家的代表使本国的空间部门注意这一大家所 关切 的

事
。

决议�
。
第谷天文台

���对瑞典和丹麦已开始改善位于��
� 岛上的第谷天文台遗物的状况表示满意

，
它们是天文史上具有

独特意义的台址
。

���要求有关领导尽一切努力来保护这些遗址
�

决议�
，
大会对各委员会的决议表示赞同

决议�
�
天文常数

第�
，
�

，
�

，
��和��委员会

认识到确保��� 天文常数系统严格地定义并完全适合于目前应用的重要性
，
邀请��� 第�

，
�

，
�

，
�� 和

��委员会的主席建立一个工作组
，
同国际大地测量协会相应的特别研究组对以下工作进行协作

�

���回顾目前天文和大地测量常数的测定情况�

���提供这些常数的最佳估计值
、

精度和来源�

���建议适当改变�人� 系统常数的有关定义和数值�

���催促所有作者
，
详细说明他们工作中所用常数的值和准确度及其来源�

�的 ����年提交一份初步的报告
�

决议�
‘
参考系

第连
，
�

，
�

，
��

，
��

，
��

，
��和��委员会

考虑到��� 基于不同的理论和观测方法的参考系存在着不一致性�

���使用新技术所得到的观测精度有重大改善�

���空间参考系的重要性在于它与观测方法无关
，
能用于天文

、

大地测量和满足相对论要求
，

邀请感兴趣的���各委员会住口�
，
�

，
�

，
��

，
��

，

��
，
��

，
��和���的主席和从事相应专 业 课 题的小

组
，
组成一个 ��� 工作组

。

工作组将于����年向第��届大会提出如下建议
�

���定义习用地球和习用天球参考系�

��� 详细说明实施这些参考系的方法�

��� 确定这些实施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方法�

���修改力学时和原子时的定义
，
保证它们与相对沦一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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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

天文学名词的命名

为了避免混淆
，
第�委员会建议

� ���决议关于太阳系外天体命名要在大会通过之前提交给第�委员会关

于征求名命意见的工作组
。

此外
，

第�委员会认为对出现在天文学杂志和其他资料来源中的所有天体给以清楚和正确的定义有 许 多

好处
，
催促���所有天文学家遵循����年第 �委员会通过的关于太阳系外天体的命名的 ���建议����

会议录���
，

��一���和在下面给出的����年通过的命名补充方案备忘录�

���天文学杂志的编辑应促使作者往意这些建议
，

最好提供一个摘要�

���空间望远镜科学研究所对空间望远镜发现的天体采用这些建议
。

����年在新德里通过的关于命名的备忘录
�

�
�

���样本�����年修改本�将提供用于命名星座
、

恒星和其他天体的规则
。

�
�

天文工作者在提出新天体命名时应当查阅
“
天体词汇的第一本词典

”
�由���������

，

������和 �����

编写�及其补编
，
以避免重复

。

�
，

新增了下面的几条规则
�

������同意星座用三个字母缩写
，
麦哲伦云用 ���和���缩写

。

这些缩写不应有其他含意
�

�幻 决不能使用缩写的缩写�例如
“
���’ ，

缩写成
“
��

，
�

�

��� 个别名称例如
“
古姆星云

”
应当保持第一本词典中的形式

。

���新的字首字母缩略词
，

如缩写星表
、

天体的类型
、

作者的名字和天文台等至少必须两个字母
�

�的 第一本词典中所列天体类型�如���
，
��� 等�表必须无间距地排列

。

���必须详细说明第一本词典中没有出现的缩略词出处以及在第一本词典中带有分类�， �或 �的缩写

词出处
，
因这些缩略词可能有多种解释�例如���

。

���在坐标方面的命名如下
�

一坐标采用截断位数
，

而不是用进位的办法�

一首项为零和赤纬的符号都要有确切的表示�

一最好使用小数点�

一如可能的话
，
采用��������的扩展格式�例如缩略词 ������士������或缩略词������

�

�

�等士������
�

�等�
�

一当需要区别白塞尔��肋
�

�坐标老名称和基于儒略����年的新名称时
，
则在新名称的赤经之前加上一个

��

一对银河系坐标则采用词头��例如缩写词 ������士��
�

��� �

�如坐标命名包括星表名
，

而不是包括天体的类型时
，
则当坐标已改进时

，
不要更换命名

。

���在一个较大天体内部的个别天体建议命名的形式为

�例如 大
�
缩略词编号�

。

���当天体被标明在定位图上时
，

分点坐标
、

比例尺
、

以及北一南和东一西方向应明确标出
�

�
�

天文学家如需要得到更多的消息
，

可从第�委员会命名工作组的代表那里得到
。

决议�
�

空间天体测�

第 �委员会

考虑到当观测在空间进行时
，
新技术对天体测量非常有用

，
其准确度可望达到�。

’ �
一�。

一 “
角秒

。

要求有

关机构考虑空间天体测量所得到的科学结果的重要性
，

研制先进的天体测量仪器
，
特别是在光学

、

紫外
、

红外范围内工作的干涉仪
，
并推动采用这些仪器的计划的进行

�

决议�
。
对太阳研究的数据处理

第��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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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发表在太阳活动季刊������上的大量资料以及散发大量数据的复印本费用与使用磁带存储数

据的增加相比较
，
建议对上述情况作慎重选择

，
以便减少复印本并在���� 资料散发中提倡 使 用 磁

带
。

决议�
�

卡林顿参考系

第��委员会

考虑到卡林顿参考系对太阳现象长期观测的统计研究的重要性� 对过去���多年太阳数据和将来 ��� 多

年相似太阳数据之间连续性的重要性� 以及目前对太阳轴位置的测定进行重大改进的困难
�

建议继续采

用卡林顿参考系
。

决议�
，
合理的太阳观测台网

第��和��委员会

鉴于获得地面的光学和射电太阳观测数据的重要性
�
它对我们了解太阳具有关键意义

，

也是太阳空间计

划的补充�它除了具有太阳物理意义外
，

还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
。

而很多地面太阳观测台址有面临关闭

的威胁
，
建议合作的国家间有一个适当的组织

，
保证维持一个合理的太阳观测台网以研究太阳

，
该网要

考虑适当的经度覆盖以及某些独特仪器的特殊贡献
�

决议�
。
成立行星普查工作组

第��委员会

提议设立行星普查特别工作组
，
以协调地面和空间对行星和卫星表面和大气内的可变现象的观测

，

这些

观测必须定期进行
，
准备为今后的火箭发射服务和补充宇宙飞船的碰撞资料

。

这些观测也将有助于了解

太阳活动与行星现象之间的相关性
。

决议�
，
偏振测定法和大望远镜

第��和第�委员会

考虑到天体的某些特性只有通过测量它们的偏振辐射�一般很小�才能很好地显示出来
，

而比较大的望远

镜才能提供所需的高信噪比
。

因此建议在设计大望远镜时
，

兼顾上述要求
，
望远镜的重量应当大到尽可

能避免仪器产生偏振
。

决议�
�。

超新星的命名

第��委员会

考虑到发现超新星后
，
要立即命名

，
为了在归档同时也要列一个证实了此事件的永久性的表

，

建议������ 中央电报局继续提供临时的命名�该局自����年以来已开始这项工作��

���按事件发现的次序标记为����肠�
，
�������

，
一

，
�������

，

如需要还可标记为 ��������
，
��

��肠��… ，
����肠��，

����朗��
，
����肠��…

，
��������… ，

��������
，
二 ，

����肠���

��� 目前由加州理工学院继续保持这些档案
�

决议�
，�

威尔逊山的恒星和太阳研究

第�。
、
��和��委员会

考虑到威尔逊山夭文台的设备对于太阳
、

恒星和星际研究连续工作的优点
，
鼓励该天文台保持这 些 研

究的连续性
。

决议�
��

射电源命名的建议

第��委员会�并有第�和第��委员会支持�

考虑到���在时间和地球运动定义中
，
���采用了比以往要好的一种标记为����� 的新的标准历元�

��� 自����年�月起
，
在天文历表中

，
���采用了新标准历元和天文常数�

���对数据处理
、

资料归档和望远镜控制不断采用计算机
，
所以要求射电源名字在计算机上是易读的格

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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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观测者应当使用已审定了星表命名的射电源名�

不用其他缩写
。

因为星表的参数�如历元
、

波长和惯用名�
，
已包含在星表名字上

，

所以它们不必明确地

列出
�

在命名新的星表时
，

审定的最新的命名表应注意到避免重复
，
而且新星表上的源名应迅速登记

。

如星表中已有参考文献就必须给出相应的文献出处
。

�，�用赤道坐标作为源名的
，
应尽快开始使用 � ����

，
其形式为

星表名���������等士��������等�

���如果用了银河系坐标
，
则源名之前需写上��不要有空格�其形式为 �������等士��

�

��等�

���脉冲星名称必须保留以下形式

���������
，

��等士������
·

�等�

���在所有星表中
，
当自行显著时观测者必须计入观测历元和查阅有关� ���� 的补充刊物�

���观测者应注意有关� ���� 的 ���决议和新天文常数
，

这些在美国海军天文台简报������ 中作了

简要叙述
，
并有例子说明

。

块议�
��

暗标准星的研究

第扬委员会

鉴于就光谱
、

光度
、

视向速度和天体测量研究而言
，
获得一个标准恒星网对于天文学各分支的重要性�

科学的进步有可能探测到更暗的星等
，

从而给我们带来新的知识�在地面和空间具有高效率探测器的大

望远镜数童的增加
，

建议在大望远镜上用必要的时间来建立一个全天标准暗星网的基础工作
，

在这种情况下
，
不适宜使用中

性密度滤光器
。

决议�
��

未来的高能空间飞行任务

第蛇委员会

注意到批准了许多与空间飞行有关的研究工作
，
尤其是在空间站上

，
先进的�

一
射线夭文设备

、
�一
射线

多镜面设备以及超导磁性设备
�

本委员会期待着这些设备及早建造
，
它将对高能天体物理的国际协作作

出重大贡献
�

谢应纯摘译 自 ��� ����������� ��������
，
��

�

��
�

��叨��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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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天文学联合会����一����年间的专业委员会

���� ����������� ��� ��肪一�����

编号 委员会名称 副主席

星历表

天文数据和文献资料

天文电报

天体力学

方位天文

仪器与技术

太阳活动

太阳大气辐射和结构

原子和分子数据

彗星
、
小行星和陨星的物理研究

行星和卫星的物理研究

主席

�
�

�������

�
�

�������

�
�

����吕

�
�

�
�

����忱��

�
�

�����己��

�
�

�
�

���户
����

�
。

����

�
�

��讲���

�
�

�
�

��������

�
�

������

�
�

�
�

����

法国

英国

捷克

苏联

法国

澳大利亚

法国

荷兰

加拿大

捷克

英国

通�

仲���

��，‘左民�八�
︸

﹃�，�一，人���山

�� 地球自转 �
�

����������� 美国

小行星
、

彗星
、

卫星的运动和方位 �
�

����� 日本

夜天光 �
�

������� 芬兰

流星和行星际尘 �� �
�

�������
���� 苏联

照相天体测星学 �
�

���
�
�� 美国

恒星测光和偏振 �
�

���
姗

� 瑞士

双星和聚星 �
�

����� 奥地利

变星 �
�

������ 匈牙利

星系 �
�

��� ��� ����� 荷兰

恒星光谱 �
�

������
·
�� �������法国

视向速度 �
�

���耽
�
叭 丹麦

时间 �
�

�
�

�������� 美国

银河系结构和动力学 �
·

�� ������ 荷兰

星际物质 �
�

������� 法国

恒星内部结构 �
·

�������
。 日本

恒星大气理论 �
·

������� 日本

星团和星协 �
�

�
�

������ 英国

天文学家交换 �
�

�创��� 瑞士

射电天文学 �
�

�
�

������� 英国

天文学史 �
�

�
�

���� 美国

密近双星 �
�

�
�

���� 波兰

地球大气外天文观测 � ����
。 美国

光谱分类 �
，

�
�

�������� 加拿大

天文教学 �
�

������������ 波兰

宇宙学 �
�

����� 意大利

高能天体物理学 �
�

��
������ 法国

行星际等离子体和太阳风层 �
�

价
��������� 波兰

天文台现址和潜在台址 �
�

��� ���
氏

��� 加拿大

生物天文学 �
�

�
�

����� 美国

天文学名词工作组 �
�

�������� 美国

�
�

������刀。 �� 美国

�
�

����� 瑞士

�
�

������ 美国

�
�

�即���� 比利时

�
�

�������� 日本
�

�

��城� 澳大利亚

�
�

�
，

������ 英国

���� �
�

������ 美国

�
�

�����
一

������� 法国

�
�

���� 联邦德国

�
�

������ 法国

�
�

�������� 美国

�
�

���
��七� 法国

�
�

�����沈� 波兰

�
�

�
�

����
�
��� 苏联

�一�����
�����·

�������法国

�
�

�
�

�
�

���� 澳大利亚

�
�

�
�

��� ������ 美国

�
，

�
�

��
助姐 英国

�
�

��������� 美国

�
�

������ 奥地不比

�
�

�
�

�����
�几� 瑞士

�
�

����� 美国

�
�

������ 美国

�
�

�孟���� 比利时

�
�

����� 瑞士

�
�

�
�

������ 美国

�
�

������ 瑞士

�
�

�
�

���� 加拿大

�� �
�

�
，

����她 加拿大
�

�

�
�

����� 英国

�
�

������ 联邦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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