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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冲星与活动天体学术讨论会

�����年 �月
，
四川乐山�

全国第五次脉冲星与活动夭休学术讨 论 会于

玛��年 �月 �日至 �月�� 日在四川省乐山市举行
。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全国各天文台及有关科研部 门和

大专院校等��个单位的代表共��名
。

会上报告了学

术论文弱篇
，
其中高能天体物理论文邓篇

，
星系和

宇宙学论文��篇
。

这些报告的主要内容有
�
两类脉冲星及其两类

辐射机制
，
中子星的结构

，
超新星遗迹

，
密近双星

系统以及类星体吸积盘的结构
，
�射线准周期振荡

等高能天体物理的重要问题 � 类星体的观测和光谱

线的产生机制及统计研究
，
星系的大尺度结构与分

布问题
，
星系的形成及演化等问题

。

这次会议上的评述性报告以及许多研究报告
，

充分显示与总结了我国夭文学家在这些研究领域中

所取得的新成就和重要进展
。

会议对����年 �月�才

日大麦哲伦云�����超新星爆发 �这被认为是八十

年代天文学的重大事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

这表明

我国天文学家能够及时抓住与探讨现代天体物理前

沿中的最新课题
。

另外
，
在空间观测与分析技术工作

方面及利用 �米望远镜���观测技术开展的研究工

作中所取得的进展
，
也引起了与会代表的很大兴趣

和关注
�

同时
，

年轻的研究生提出的学术研究论文很

多
，

也具有一定的水平
。

他们对于许多学术报告都
、

大胆地提出了不同的见解
，
并进行了热烈的争论

。

这次学术会议为国际天文学联合会�����第四

次亚太地区会议推荐了几十篇论文
，
其中十余篇将

在该次大会上宣读
�

�彭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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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斑脉冲相
、

射电快速爆发

和耀斑物理预报讨论会����了年�月
，
南京�

耀斑脉冲相
、

射电快速爆发和耀斑物理预报讨

论会于����年 �月 �日至�日在南京召开
。

参加会

议的有来自全国��个单位的那名代表
。

会议代表听取了耀斑脉冲相
、

射电快速爆发和

耀斑物理预报等三个方面的五个评述性学术报告
。

这些报告较详细地介绍了国内外近几年中的最新研

究进展
，
并根据国内的条件

，
提出了在太阳活动般周

峰年中研究课题的设想
，
受到代表们的好评

。

与会代表一致认为
，
本世纪最后一次��周太阳

活动峰年将是开展太阳物理和 日地关系研究的极好

时机
。

这次峰年的观测和研究也将是新中国成立后

各方面研究条件最好的一次
。

因此
，
必须集中人力

、

物力
、

财力
，

精心组织
，
全面协调

，

确保重点
，

努

力在这次峰年观测研究中做出具有我国特色的
、

国

际水平的研究成果
。

在小组会上
，

代表们就�� 周峰年期间在上述三

方面的具体课题
、

组织协调和措施落实等进行了热

烈的讨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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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耀斑脉冲相的研究方面
，
代表们认为

，
多波

段的协调观测和研究
、

磁场和速度场的同时观测
、

多波段光谱仪的二维动力学光谱研究
、

白光耀斑的

搜索和光谱研究等
，

都具有我国的特色
，

应给予大

力支持� 代表们认为空间�射线观测资料的取得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应给予积极的支持
�耀斑储能和

能量转换机制的理论研究也应给予足够的重视
。

代

表们还指出
，
各种观测项目的时间同步是十分重要

的
，
应予以重视和解决

。

在射电快速爆发研究方面
，
与会代表认为

，
这

对于研究耀斑高能释放
、

粒子加速
、

耀斑机制等具

有重要的意义
。

我国起步较早
，

应充分发挥我国联

测和协调的优势
，
把多波段上的高时间分辨率的太

阳射电观测和研究作为重点
，
同时兼顾不同时间分

辨率的射电爆发研究
，
配合其他波段的观测结果

，

做出有特色的工作
。

此外
，
利用我国大中型射电设

备���
�

�米毫米波望远镜
，
����等�进行太阳射电

观测也具有重大的意义
，

希望有关方面在观测时间

和条件上给予积极的支持
。

与会代表建议成立一个

射电快速过程课题联络组
，

推动全国各单位的协作

和联合
。

与会代表对耀斑物理预报的意义 给予 充 分 肯

定
。

它不但能提高耀斑预报的准确率
，
而且能检验

耀斑物理模型的准确性
。

我国应充分利 用 现 有 条

件
，
提高观测手段的时空分辨率

，

改进实时记录和

快速测量的能力
，
发展预报软件

，
加强各单位之间

的广泛合作
。

此外
，

在发展物理预报的同时还必须

加强经验和统计预报的研究
，

开发专家系统在太阳

活动预报中的应用
。

代表一致认为
，
在职周太阳活动峰年研究中加

强国际合作和交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应积极创

造条件
，
通过各种渠道

，

促进人员交流
、

资料交换

和学术讨论 〔包括在中国举行国际太阳物理会议�以

及利用国外先进设备取得资料等
。

代表们相信
，
只要充分调动我国太阳物理工作

者的积极性
，
发挥我国在地域

、

人力等方面的优势
，

努力开展具有我国特色的观测研究课题
，
加强各单

位之间的横向协调和合作
，

我们一定能在��周太阳

活动峰年的观测研究中取得优秀的成果
，

使我国太

阳物理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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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天文学联合会专题讨论会�序号��一����

序号 开会时间 开会地点 会议主席

本地星际物质

造父变星
�

观测与理论

彗星动力学
�
起源与演化

经度零点

行星际尘埃的特性和相互作用

天体物理等离子体和实验室等

离子体的紫外及� 射线光谱学

缺氢恒星及有关天体

恒星视向速度

恒星和致密天体的辐射流体

动力学

反常丰度的上主序星

东方天文学史

��型星物理学

激变变星

局部热动平衡区外����谱线

形成的物理机制

第二届蓝暗星会议

少休问题

双星和聚星中的远距子星
�
与

观测和解释有关的若干问题

天文爱好者在天文学土的贡献

生物天文学的进一步研究

基术天体测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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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
麦迪逊

加拿大
，
多伦多

意大利
，
罗马

英国
，
格林尼治

法国
、

马赛

美国
，
华盛顿

�
�

������美�

�
，

�
�

�������加�

�
�

�������意�

�
�

���������丹�

�
�

�
�

������西德�

�
�

�
�

��������美�

����
�

�
�

��
月

一��

����
�

��
�

��一��

����
�

�
�

��一��

印度
，
迈索尔

美国
，
斯克内克塔迪

丹麦
，
哥本哈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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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
，
克里米亚

印度
，
新德里

美国
，
科罗拉多

西德
，
班贝格

意大利
，
卡普里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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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
，
巴黎

匈牙利
，
巴拉顿湖

南斯拉夫
，
贝尔格

菜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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