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卷 第 �期

����年 �一�月

天 文 学 进 展

�������� �� ���������

���
�

�
，
��

�

�

����一����
� ，
����

冷术会议活动
，

中国夭文学会学术会议�序号 ��
�

《统计方法在卫星动力学中的应用 》讨论会�����年�月
，
昆明�

中国天文学会人造卫星动力学专业委员会于 四

月九日至十八日在云南天文台召开了
“
统计方法在

卫星动力学中的应用
”

讨论会
。

紫金山天文台
、

上海

夭文台
、

云南天文台
、

陕西天文台
、

乌鲁木齐人卫

站
、

广州人卫站
、

长春人卫站
、

系统科学研究所
、

武汉测地所
、

南京大学
、

北京师范大学
、

武汉测绘

学院等��个单位共��余代表参加了会议
�

人造卫星动力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刘林同志主持

了会议
。

系统科学研究所的贾沛璋同志作了关于
‘
最优

及其应用
“

六次专题讲座
，

系统地介绍了估计理论

的基础知识和计算方法
�

上海天文台
、

北京天文台
、

云南天文台
、

武汉

测地所等单位介绍了在人卫工作中具体应用现代估

计方法的经验和体会
，

并提出了应用中的一些问题
�

会议对他们的报告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

代表们对这次学术会议反映很好
�

认为这次会

议题目集中
，
既有基础性讲座

，

又有具体应用的经

验介绍
，

讨论问题较深入
，
为现代统计方法广泛应

用于我国人卫工作打好了良好的基础
。

代表们希望

人卫动力学会专业委员会今后多开展类似的学术活

动
。

会议期间云南天文台台长陈彪同志给代表们作

了
“

现代科学研究的一些规律
”
的报告

�

代表们反映

热烈
。

会议对人卫动力学专业今后的研究课题和活动

内容进行了讨论
，
并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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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地球动力学和星表
、

天文常数会�����年 �月
，
武汉�

由中国天文学会天文地球动力学专业委员会和

星表与天文常数专业委员会联合举办的����年学术

讨论会
，

经中国科学院侧量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筹备
，

于 �月��日��� 日在武汉召开
�

参加单位有中国科

学院所属各天文台
，
南京大学和北师大夭文系以及

侧绘部门的代表共��名
。

中国天文学会副理事长
、

学部委员叶叔华同志和秘书长苗永宽同志应邀参 加

了会议
，
并分别致开幕词

�

会议内容包括 五个 部

份
。

第一部份关于我国地球自转参数服务方面的论

文
，
提出了对现有服务系统的改进意见例如在我国

世界时服务计算中对各架仪器采用不等权和弱平滑

处理的方法
。

第二部分有关我国在星表
、

天文常数

和参考系方面的工作
，
其中有众所关注的 ��石星表

的工作近展介绍
，

研制�型光电等高仪对开展我国

星表工作的作用
，
用����一��年全球经典技术资料

解算每�
�

�� 年的 �和 ， 值
，
以及用 ����一�� 年每 �

夭的 万值求出主章动项和半月章动项 的 系 数 和 空

间章动项
。

紫台尝试用以往几十年的照相底片作恒

星天球坐标系与河外射电参考系之间的 联 系 的 研

究
，

这是我国在参考系工作方面的 新 尝试
�

第 三

部分是系于用新技术测定地球白转参 数 方 面 的论

文
，

其中有用各种技术测定地球自转参数的比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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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卫星观测资料确定地球自转参数 的 结

果
，
用人卫多普勒短弧资料测定极点坐标的结果

，

以及用联线干涉仪测定地球自转参数方法的探 讨
�

这显示了我国对用新技术测定地球自转参数的方法

已逐步掌握并已深入讨论其中有关的问题
。

第四部

份是讨论张德勒运动中的多峰现象和由大气激发极

移量的可能性
。

从����年以来
，
该课题已吸引了我

国许多学者的注意
。

这次会议对此问题讨论得较深

入
，
提出了更完满的理论见解

。

第五部分有关天文

观测中的地球物理因素
，

其中有用天津纬度站天顶

仪的观测结果求得在纬度观测中的月潮影响
，
用��

年全球经典技术资料决定洛夫数 �等
。

会上共收到

论文��篇
，

这是一年来对这两个专业工作的全面检

阅
。

从广度来说
，

已从经典技术逐步扩大到新技术
，

从深度来说
，
已从现象的分析推向机制的探讨

�

会

议还对今后的工作进行了步 署
，
例如 ����年采 用

���
、

����年天文常数系统和 �
��� 章动理论后

，

我

国时间服务系统应作相应的改变
，
并要求对科学研

究部门提供���的弱平滑值� 呼吁对�型光电等高

仪和低纬度子午环的研究给于大力支持� 一致要求

南京大学天文系继续举办天体测量讨论班� 并决定

下届专业讨论会将于����年 �月在北京举行
，
建议

����年讨论会在上海举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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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 �����一���� ��� �
��一�����

中国天文学会学术会议�序号 ��
�

普及工作会议及学术报告会�����年 �月
，
北京�

����年 �月��日至��日
，

普及委员会在北京召

开工作会议
。

到会的��名代表中
，

有来自全国各地

方天文学会
、

天文台
、

系
、

厂
、

馆和青少年宫 �天

文部份�的代表
，

还有特邀的科学家和教授等
。

学会常务理事
、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席泽宗同志也出席了会议
。

会议特邀杨海寿
、

何香涛
、

李惕暗
、

李启斌
、

李元等同志作了学术报告
。

普及委员会委员刘学富
、

杨健
、

陈晓中也做了有关天文科普的报告� 这些报

告引起代表们的广泛兴趣
�

在这次会上普及委员会作了
“
����年 �月昆明

会议以来的工作报告
” ，

并对新的委员会聘请委员各

项筹备工作进行了介绍
。

各地方天文学会
、

天文站
、

少年宫�天文部份�等汇报了普及工作�各省
、

市青少

年天文爱好者协会交流了经验
�

普及委员会就 ����

至����年全国天文普及重点工作提出设想方案
。

大

会分大组进行讨论
�

在讨论中
，

代表们对
�
方案

》
提出补充意见

，

并

认为是较为切实可行的
，

希望早日咐诸实施
。

同时

还提出要制订普及工作的长远规划
�

鉴于哈雷彗星

在����年年底即可看到
，

代表们认为
�

在今后近二

年内
，

应抓紧迎接哈雷彗星的观测工作� 建立全国

青少年天文业余观测网�举办哈雷彗星观测训练班�

设计
、

制造适于彗星观测的短焦距
、

能跟踪照相的

天文望远镜以及复制星图等以便观测
�

代表们希望

普及委员会积极争取中国科协
、

中国天文学会的支

持
，
创造并提供设备

、

条件
，

落实经费
，
把有限的

人力
、

物力协调使用
，
发挥更大的效果

�

普及委员会在会议期间
，

开了两次委员会议
，

对代表们的建议加以归纳
，
调整了���������年工

作设想方案� 经过讨论后正式通过
。

近两年来的工

作重点是
�

�
�

举办哈雷彗星观测 �辅导员�训练班�

�
�

筹办
“

哈雷彗星介绍
”

中型展览
，

于����年第

三季度在北京
、

南京
、

上海
、

广州
、

昆明
、

武汉
、

西安和天津同时展出
，
并制成幻灯片等宣传品

�

�
�

编写介绍哈雷彗星小册子
，
����年出版

�

�
�

与中国科技史学会等举办
《
纪念徐光启逝世

���年活动
， 。

�
，

向中国科协青少年部建议
，

于 ���� 年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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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天文站
、

少年宫
、

科技馆 �夭文部份�的经验交

流观摩会
。

�
�

����年在广州召开普及委员会第四次工作

会议
‘

了
�

参加
《
地球概论

》
研究会学术活动

�

会议还请了应邀前来参加会议的华东师大地理

系金祖孟教授作
《
地球概论教学研究中的概念体会

》

的学术报告
。

会议最后一天
，
代表们参观刚修复

、

重新开放

的
《
北京古观象台

》 。

同志们对这座具有五百年以上

历史
、

名闻中外的古天文台如今已修理得金碧辉煌

感到高兴
，
对八大巨型天文铜仪保存完好

，

表示赞

赏
。

�陈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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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天文学会学术会议�序号 ��
�

图书情报工作学术交流会�����年 �月
，
昆明�

中国天文学会图书情报委员会主持召开的第一

次图书情报学术交流会于����年 �月��日至�� 日在

昆明举行
。

全国天文界中有十五个单位的图书情报部门的

代表和科研人员代表参加了会议
。

长期从事天文学科图书情报工作的一些老 同

志
，

结合自己的工作经验
，

就书刊管理和资料交换等

问题作了系统的发言
。

与会代表联系本单位工作实

际
，

展开了热烈讨论
，

广泛地交流了经验
。

会议对学会图书情报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开

展的几项工作进行了检查
。

大家满意地看到
，
绝大

多数单位都定期编制了天文学科原版新书刊和国外

交换资料的目录
，

并进行了内部交换
。

委托许邦信
、

曹恒兴
、

蔡贤德三同志组 织
《
����

���� �� ����。
�

����
��� ������������，�第二版�一书及其 汉

、

德
、

日
、

俄
、

法索引的编辑工作已基本完成
。

委托

映西天文台调查在西安地区印刷出版天文情报刊物

的可能性的工作已于去年底完成
。

委托北京天文台

调研国内外计算机情报检索和建立数据库动态的 工

作也已完成
，
并将调研结果及北京夭文台已开始试

验工作的情况向会议作了汇报
。

会议还就图书情报队伍的建设
、

编制天文学科

期刊资料联合目录等问题进行了认真的 协 商 与 讨

论
�

与会代表认为
�

�一�目前天文界图书情报工作队伍中年青同 志

较多
，

开展馆际协作的工作势在必行
。

建议开展图

书情报工作历史较为悠久的单位能热心接待兄弟单

位的青年同志来馆学习和工作
，
或把具有丰富经验

的老同志短期借调到青年同志较多的单位就某项 具

体工作进行传
、

帮
、

带
，

以利相互切磋
，

共同提高
。

对

子缺乏天文专业基础知识的青年同志
，
希望各有关

大学能给予进修之便
。

�二�建立天文学科文献数据库的工作对科研秘

教学 日显重要
。

希望各单位予以重视
，

大力支持
。

已在试行的单位
，

望能持续下去
，

取得经验
。

尚未

开展的单位
，

建议抓紧制订计划
，
努力开创条件

，

争取早日开展这项工作
。

�三�进一步做好编制各单位天文期刊资料联合

目录的工作
。

由云南天文台图书情报室牵头
，
拟订

实施细则
，
提交各单位编制有关的馆藏目录

，
然后

归总整理
，

付印出版后再分发各单位
。

�四�为进一步做好国际交换工作起见
，
由上海

天文台图书情报室牵头编制国外资料交 换 单 位 名

录
。

各有关单位分别承担一定的编制任务
，
交上海

天文台图书情报室汇总付印出版
，
然后再分发各有

关单位
。

�五�北京天文台试刊中文
《
中国夭文学文摘

》
的

工作值得提倡
。

建议各单位热情支持北京天文台的

这项工作
。

在每期学报台刊之类出版物定稿后
，

及

时将文摘提供北京天文台
，
以利迅速汇编出版

。

建

议学会考虑组织力量
，
创造条件

，
出版

、

发行英文
《
中国天文学文摘

》 ，
以便及时向国外介绍我国天文

事业的发展动态
，
促进资料交换工作

。

�六�学会其他专业组的学术交流活动是交流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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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情报的一种有效的形式
�

提请学会常务理事会考

虑
，

能否建议各专业组举行学术讨会时
，
给图书情

报委员会适当的名额
，
以利了解学科发展动向及科

研
、

教学人员对图书情报资料的需求
，
便于做好服

务工作
。

会议建议于����年 �月在临渔举行图书馆学情

报学学术讨论会
。

希望天文界图书情报工作人员结

合自己的工作实际
，
选择急需解决的课题

，
从理论

上加以探讨
，
以期提高业务水平

，
改进服务质量

�

�凌宗项�

������� ������������ ������� ���
�

������� ��
�

��《 ������� ��� �����������》

��������
，

��� �����

����� ����
一���

中国天文学会学术会议�序号 ��
�

射电天文学术讨论会�����年 �月
，
北京�

由中国天文学会射电天文专业委员会主持召开

的全国射电天文学术会议于一九八三年九月二 日至

八日在北京大学举行
。

来自全国有关十一个单位 四

十一名正式代表参加了会议
。

中国科学院数理学部

副主任
、

北京天文台台长王缓馆同志
，

北京大学地

球物理系系主任谢炎同志到会讲话
，

祝贺会议召开
�

他们希望全国射电天文工作者团结起来
，

克服困难
，

为迅速开展我国宇宙射电观测和研究贡献力量
。

鉴于全国射电天文界研制多年的几项中型设备

均已取得较大进展
，

有些设备已接近投入观测
，

故

这次会议以米波综合孔径
、

毫米波射电望远镜
、

甚

长基线干涉仪和十米射电望远镜的总体性能及可能

的观测选题为重点
。

北台
、

紫台
、

上海台和云台的同

志在会上就近期即将完成的各项设备的 总 体设计
、

研制情况以及选题考虑做了详细的介绍
。

与会代表

似极大关注听取了这些报告
，
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

会议期间代表们还就当前宇宙射电各个领域的

专题进行评述
，
内容涉及分子云

、

脉泽源
、

脉冲星
、

致密射电源
、

河外低频变源
、

正常星系
、

超新星爆

发和遗迹等
。

这些报告着重介绍了国外各领域观测

和研究的现状
、

发展趋势以及我们正在进行和今后

可能进行的课题
。

对近年引起天文界广泛注意的新

课题如分子云中的高速气体
、

射电展源中的喷流等

现象进行了评论
�

会上还就当前世界上亚毫米波天

文学发展情况
、

趋势以及在我国开展研究的可能性

提出了报告
。

会议期间对射电天文专业的研究生培养计划
、

措施进行了讨论和交流
。

最后通过了会议纪要
。

可以预期
，
这次会议对

我国今后射电天文学的发展将会产生积极影响
。

�孙 锦�

������� ������������ ������� ���
�

������ ��
�

�� ����������������》 ��������
，

��������� �����

���� ����

中国天文学会学术会议�序号 了�
�

理论天体物理学术讨论会�����年 �月
，
乌鲁木齐市�

理论天体物理学术讨论会于����年 �月��一��

日在新疆乌鲁木齐市昆仑宾馆召开
。

这个会议是由

中国天文学会
“
高能天体物理

”
和

“
星系与宇宙学

”
两

个专业委员会联合召开的
。

会前
，
于 �月�� 日一��

日
，
还由这两个专业委员会举办了一期宇宙学暑期

讲习班
。

参加宇宙学暑期讲习班的有来自全国各地的 专

业工作者三十余人
�

这次讲习班由方励之作了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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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现况
，
�

。
和�

。
的确定

，

背景辐射
，
星系的形成

�

不可视物质和重子不对称的生成等六次讲座
，
由陆

谈作了早期宇宙和中微子宇宙学两讲
。

这些讲演比

较系统地介绍了现代宇宙学当今发展的主要成果和

研究动向
，

为从事和准备从事宇宙学研究工作的 同

志提供了一个基础
。

理论天体物理学术讨论会于 �月�� 日召开
。

中

国天文学会副理事长
、

紫金山天文台龚树模副台长

代表天文学会在会上作了报告
。

报告中回顾了我国

天体物理学科近年来的进展
�
不仅队伍壮大了

，
学

术上也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
。

报告指出
，

这次会

议是近年来在这个领域召开的规模较大 的 一 次 会

议
�

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陈善明副院长在会上作了

发言
，

欢迎代表们来新疆开会
，

预祝会议取得成 功
�

老一辈科学家何泽慧先生在会上作了即兴发言
，
她

用今年新颖的高考语文作文题目�一张漫画�作为引

线
，
热情勉励中

、

青年科学工作者在科研工作中也

要不怕艰苦
、

持之以恒
、
深入钻研

�

第一天会议开

得紧凑
、

活跃
。

参加理论天体物理学术讨论会的来自全国各地

的约七十名代表�包括列席代表�
，

提交并在会上报

告的论文计有三十五篇
�

有关手宇宙大尺度结构的

探讨
，

也有关脉冲星
、

中子星的计算 � 有引力定律

实验检验这样的基本研究
，
也有类星体分布这样的

具体分析�有关于磁单极等问题的探索
，

也有关于星

系等问题的讨论� 有理论方面的文章
，

也有观测方

面的报告
。

文章内容比较丰富
，

成果是可喜的
。

除了工作论文以外
，
还有一些特邀报告

。

方励

之所作关于
《
暴涨宇宙学

》
的报告和李启斌所作关于

《
毫秒脉冲星

》
的报告

，
评述了两个不同层次中的两

个当今特别活跃的前沿领域的进展
，
引起了与会代

表的广泛兴趣
�

会议最后还组织了座谈讨论
。

与会代表畅谈了

我国天体物理队伍的成长
，
商讨了今后开展学术活

动的计划
，

也提出了组织会议的一些具休建议
。

大

家还对东道主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人造卫星观测站

同志们的辛勤工作表示感谢
。

�陆 埃�

������� ������������ ������� ����

������ ����� ������������� ������������》

�廿�认���
，
������ �����

��� ����

中国天文学会成立天文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年 �月
，
北京�

为了加强对天文学名词的研究和审定
，

促进夭

文学术的国际交流
，
根据中国天文学会四届常务理

事会的决定
，
最近正式组成了天文学名词审定委员

会
�

审定委员会的成员名单如下
�

主任 张钮哲

副主任 龚树模 许邦信 李竞

委员 沈良照 李启斌 杨世杰 杭恒荣

杨 健 何妙福 吴守贤 黄润乾

播君弊 薄树人 洪韵芳 章振大

彭云楼 黄天衣 何香涛 杨海寿

周又元 �龚树模 许邦信 李 竞

沈良照任常务委员�

秘书 蔡贤德

����年 �月 �日一��日审定委员会在北京召开

了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
，
讨论审定委员会的任务和

近期内的工作安排
。

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

办公室和科学出版社的有关同志应邀参加了会议
。

会议决定将开展下列工作
�

一
、

整理和审定一批天文学名词
，

争取在 ��肠

年呈请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正式公布
。

二
、

参加国际天文学联合会资助的
《
多国文字

空间科学字典
》
的中文部分的编审工作

。

三
、

开展对天文学新名词及其规范化译名的研

究� 支持并推动对中国古天文学名词的词义及外文

译名规范化的研究
�

以上研究成果将陆续向
《
天文

学进展
》
推荐发表

，

在广泛征求意见后
，
作为审定

天文学名词的补充或推荐出版
�

�沈明惠�

��� ������������� �� ��� ��������一

��������������� ��������� �� ���

��������
，
��������， �����

�����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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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恒 星 核 合 成

”
会 议

银河系中有从氢到铀肚种元素
。

这些元素何时

形成和怎样形成的问题
，
是宇宙物理学中极为重要

的课题之一
。

因为元素起源是宇宙
、

星系和恒星等

各种演化的总体反映
�

一定质量的恒星演化到最后

阶段
，

由于超新星爆发将值星内合成的重元素抛射

到星际空间
，
问题是不同质量的恒星各自合成那些

重元素�爆发过程中抛射的速率如何� 这些应该首

先理解
，
但尚未解决的问题很多

。

����年�月��日至�� 日在意大利西西里岛的爱

里斯古镇举行了
“

恒星核合成
”
学术会议

。

��个国家

的��名天文
、

物理工作者出席了这一会议
�

我国有

两人参加�中国科技大学程福臻和笔者�
。

会议报告

分两类
�

综述评论和研究工作报告
。

讨论的课题可

归纳如下
�

银河系化学组成和演化
，

银河星族��超

大质量星�
，

大质量星的演化
，

行星状星云
，

�型超

新星爆发
，

�型超新星爆发
，
超新星遗迹

，

中子星
�

中等质量星的演化和核反应等
�

笔者报告了关于超

新星遗迹分布的研究
�

会议讨论最多的是超新星爆发的有关课题
，
它

涉及到物理和天文许多课题
，
特别是 �型超新星爆

发和它的前身星等问题
。

这类超新星的突出特点是

光变曲线拖着一条很长的呈指数衰减的尾巴
，
一般

延迟到数月之久
�

同时几乎全部 �型超新星具有相

同的光度曲线和光谱
，
这种同一性可认为这类天体

具有相同的物理条件
，
会议认为 �型超新星的光变

曲线呈现的指数衰变是由于放射性的衰变
，
它通过

氦星核或碳和氧星核的爆燃形成
����

，

经几天衰变

为
” �

��
， “ �

��经过�� 多天衰变为
“
��。 。

专长于恒星

演化的伊本������提出了另外一种模型
，
他认为可

用共壳层的碳和氧的双星来克服目前已有模型存在

的困难
。

应特别提到会议上许多年青科学家思想活跃
，

勇于探讨和论证各种问题
，
同时又虚心向老年和 中

年科学家请教
。

会议广泛交流了各国的研究工作
，

将大大促进对恒星核合成和恒星演化的研究
。

会议

文集将较快出版问世
�

�李宗伟�

‘
������� ��������� �� ����” �������

�������
一��主�

第二次地球自转国际联测工作会议

����年�月��日一��日在英国格林尼治天文 台

召开了第二次地球自转国际联测工作会议
，

共有来

自��个国家的��位代表参加
。

会议对����年�月至

����年��月主联测期间各类观测技术的观测方式
，

资料传送进行了协调
。

整个议程分为三个单元
，
第

一单元是各类技术的现状报告
，
第二单元是按各类

技术分组对归算细则和资料传送等进行 仔 细 的 讨

论
，

第三单元为各小组将讨论情况向大会作汇报
，

并讨论了简报的出版以及下次会议的时间
、

地点和

内容
。

光学天体测量是涉及到国家和台站最多的一

种技术
，
虽然它已有五十年的国际合作历史

，
但是

其精度受到了观测方式的限制
，
该小组向世界各 台

站提出的要求是
�

在主联测期间
，

各架仪器的观测

结果在确定地球自转参数时权重不要为零
。

多普勒

技术的第二次�����试验将在����年 �月一��月

进行
，
����年 �月一���� 年 �月将作为观测准备阶

段
，
观测对象仍然为两颗子午卫星

，
全球将有��一

��个台站参加
，
并尽量与 ����

、
��� 台站进行 并

置观测
。

在主联测期间
，
不但要用该技术确定地球

自转参数
，
并要求得各台站的地心坐标

。

激光测卫

方面
�
主联测期间

，

全球将有��个台站具有第二代

或第三代激光测距仪
，
观 测 对象 仅 为 ������和

���������
，

计算中地球重 场模 式 将 采 用���
�

��
，

为了增加并置台站
，

流动激光测 距 仪 �����

�
，
����一�将定期到某些具有甚长基线干涉仪的台

站进行观测
。

激光测月技术在主联测期间将有很大

突破
，

预计将有美国的麦 纳天文台
，

夏威夷的

��加����
�，

澳大利亚的 ���� �� 站
，

法国的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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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学中心和苏联的克里米亚天文台参加观测
，

其

中法国地球动力学中心从����年 �月已开始正规观

测
，

打破了自七十年以来全球仅一个台站进行常规

测月工作的局面
，
该技术将独立地解算三个地球自

转参数
。

长基线干涉技术方面
�

北极星 计 划 中的

��������台站将在今年�月份正式投入工作
，

三个

台站每星期观测一次以确定地球自转参数
，

有时也

与端典的翁萨拉
，

西班牙的马德里
，

日本的 �������

进行联测
。

另一个进行经常测定地球自转参数的
，

是美国喷气推进实验室的 �����计划
，
两个计划

所得到的结果已在 ���年报上刊出
。

美国海年天文

台的��公里联线干涉仪也将参加主联测
。

会议上公

布了联测规范的第三次草案
，
广泛地征求意见

，
并

在主联测前正式出版作为联测时的归算准则
�

主联测期间
，
除了激光测月有很大突破外

，

对

于并置观测也给于了很大的重视
，
以求出各种技术

所对应的地面坐标系之间的关系
，
以及不同天球和

地面坐标系所确定地球自转参数上的差别
。

会议再

三强调要克服周末效应
�

美国史密松天文台长 ���������向大会发出了

邀请
，

建议主联测后的总结会议在美国麻省坎布里

奇召开
，

经联测工作组研究
，
����年 �月的第三次

�����会议将在坎布里奇或俄亥俄州的哥伦布 召

开
，

以便向��届 ���大会提出今后地球自转参数服

务的新形式的建议和科学技术的总结报告
�

�金文敬�

������ ����� ��������

���� �
��一�����

正在考虑中的国际天文学联合会专题和学术讨论会
�������� ����� ������������� �� ��� ����������

����卿���

名 称 开 会 时 间 开 会 地 点

借星和太阳系其它天体
动力学演化与相互关系

基本恒星量定标

含有过量重元素的冷星

经度零点

紫外和 � 射线光谱学

星系中亮星和星协

天体测量双星

����年 �月

����年春或初夏

����年 �月 ���、 ��日��
����年 �月

����年

����年 �月、 ��月
����年

����年��月

����年 �月

����年

����年��月

����年

����年
����年

����年��月

意大利
，
罗马

联 系 人

�
�

�������意�

意大利

法国
，

英国
，

华盛顿

希腊

西德
，

斯特拉斯堡

格林尼治

班贝格

恒星视向速度

宇宙大尺度结构演化

类星体

缺氢恒星及有关天体

恒星辐射流体动力学

恒星形成区

脉冲星 ��或����

小型望远镜的仪器设备

和研究项目

哈雷星彗

局部星际介质

造父变星
�

观测和理论

大质量星
、

星协
、

星系

��� 专题讨论会物
�

���
《
天体测量技术

》

美国
，
纽约州

斯克内克塔迪

匈亚利

印度
，
迈索尔

印度
，

班加罗尔

印度

日本
，
东京

�
�

�
�

������ �加拿大�

�
�

��������法国�

�
�

���������丹麦�

�
�

��������美国�

�
�

�
�

������美国�

�
�

���� 和 ������ ������
���。

�西德�

�
�

�
�

����� �������美国�

新西兰
，

克赖斯特彻奇

英国
，

伦敦

美国
，

麦迪逊

加拿大
，

多伦多

�
�

��������法国�

�
�

�������印度�

�
�

����

洲
����印度�

�
�

���������� �瑞典�

�
�

����� �日本�

�
�

�������美国�

�
�

��������� �新西兰�

����年

����年 �月 �一�日

����年�月

����年
����年 �月 �一��日 美国

，
佛罗里达州

�����������

�
�

�
�

���� �英国�

�
�

����� �美国�

�
�

�������加拿大�

�
�

�� ������比利时�

�
�

���������美国�

�蔡永明 谢应纯���
������

一

����
，
��� ���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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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夭文学联合会会员感兴趣的其他会议
������ �������� �� �爪������� ��� ��������

名 称 开 会 时 间

原恒星和行星

照相问题工作组 ����

第 �委员会�

热恒星
、

非辐射热和动量起源

星系等离子体

����年 �月 �日一 了日

����年 �月 �日一 �日

开 会 地 点

美国
，
塔克森

英国
，
苏格兰

，

爱丁堡

联 系 人

�
�

������美�

�
�

����英�

美国
，
格林贝尔特

意大利
，
瓦伦纳

�
�

�
�

����������美�

�
�

��������意�

磁层系统比较研究

����年 �月 �日一 �日

����年 �月��日一 �月

�日

����年夏或秋 法国
，
图卢兹���

哈雷彗星探索 �����

专题讨论会

����年��月�了日一��日 西德
，
海德尔堡

�
�

�� ����� 和 �
�

�价����
一

���������法�

�
�

�����
����荷�

未来的地区性天文学会议
������� ����������������� ���������

名 称 开 会 时 间 开 会 地 点 联 系 人

第三届拉丁美州地区天文学会议 ����年��月��日���月 �日

南欧地区天文学会议

第三届亚洲太平洋地区天文

学会议

����年��月��日、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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