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庆祝建国 50 周年

3  t||| p sz p s{收到

我国天体物理研究 50 年进展 3

邓  祖  淦
k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  北京  tsssv|l

 
邹  振  隆

k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  北京  tssstul

摘  要   中国天体物理研究的发展在自建国以来的 xs 年中 o经历了几乎是从头建设到发展 !成长的

道路 q其中历经/ 三年困难0 !十年/ 文化大革命0的磨难 q/ 文革0之后 o改革开放的春风为天体物理开辟了

迅速发展的道路 q在此期间 o我国有计划地研制了一系列天文观测设备 o为天文和天体物理研究创造了

实验条件 q在此基础上 o无论是天体物理的观测和理论研究都有了长足的发展 q我国天体物理研究在国

际上的影响也日益加强 q这一切 o为在新世纪中我国天体物理研究更迅速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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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文学和物理学的进步与发展一直是紧密

联系的 q历史上 o经典力学的建立就与行星运动

的开普勒定律有着密切关系 ~在进入本世纪后 o

随着以量子论和相对论为代表的现代物理的发

展和随之而来的技术上的进步 o天体物理无论

在理论上和观测上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 q

本世纪 o天文学最重要的进展 ) ) ) 恒星的演化

模型和有暴胀的标准宇宙学模型正是建立在量

子论和相对论基础上的 q由于天体现象所涉及

的物理条件远比实验室可能达到的要广袤和复

杂 o近代天体物理的发展为物理学研究无论在

物理条件的极端和问题的复杂程度上都开辟了

更为广阔的领域 q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o国外天文和天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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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研究又重整旗鼓 o不仅战前的设备加速地

发挥作用 o启动了一系列如帕洛马山 t1uu° 施

密特望远镜的全天巡天等重要的研究项目 o而

且把战时发展起来的雷达设备和技术应用于天

文学研究 o迅速地将天文观测从光学波段扩展

到射电波段 q

我国有着悠久的天文研究历史 o但是 o近代

天体物理却是本世纪 us 年代才由西方介绍到

我国 q在满清王朝被推翻后 o废除钦天监创建天

文台 o后来 o又建立中央研究院天文所 o我国才

开始有了为天文研究而设立的机构 q在这之后

的 us余年中 o中国科学家也曾为发展我国天体

物理研究开展过在当时看来的确是有远见的计

划 o即使在抗日时期的西南联合大学 o天体物理

的研究也未完全中断 o但在经济和技术落后 !国

内外政治不稳定的情况下 o尽管这些先驱者含

辛茹苦 !努力奋斗 o中国天体物理的成长和发展

仍然是举步维艰 q到 t|w|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时 o无论在设备 !研究队伍和研究水平上均远

远落后于当时的国际水平 q

新中国建立伊始 o尽管百废待兴 o我国立即

着手了天文和天体物理研究的恢复和发展工

作 q在过去的 xs 年中 o尽管有着如 / 文化大革

命0那样对科学研究的摧残和破坏 o我国天体物

理研究的发展仍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步 q在

建国 xs 周年之际 o回顾我国 xs 年来天文和天

体物理研究的进展和我国科学家为此所付出的

巨大努力是不无裨益的 q

t  中国天文和天体物理研究的恢复时

期

  建国后 o由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负责

管理当时全国天文台站 o包括紫金山天文台 !上

海徐家汇和佘山观象站 !青岛观象站和被称为

昆明观测站的抗日战争时期建立的天文基地 q

这时的主要任务是着手恢复旧设备和设法聚集

在战时已经星散的人才 q同时 o尽量利用幸存的

设备维持力所能及的观测 q稍后 o则开始着手修

复 ys¦°返光望远镜 o以及吸收新人筹划天体

物理研究 q

另一项重要措施是为了培养我国天文和天

体物理研究人才 o在南京大学建立了天文教育

基地 q集中了原中山大学天文系和齐鲁大学天

算系的师资 o并开始全国性招生 o这就是后来的

南京大学天文系 q紫金山天文台和南京大学一

起成为中国天文和天体物理研究重新起步的摇

篮 q

在当时 o实质性的天体物理研究还没有条

件开展起来 q天文与物理和其他自然科学间也

并未建立密切的联系 q各天文台和天文站的主

要工作还是传统的编历和授时任务 q然而 o即使

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 o我国科学家仍然开展了

星团和恒星内部结构这样的天体物理课题的研

究 q

在此期间 o南京大学和紫金山天文台在图

书资料极为匮乏的条件下 o翻译了一批当时苏

联的天文教材和专著 o为开展教学和科研 o了解

国外当时的天体物理研究状况以及培养新一代

人才起了重要作用 q

u  十二年远景规划和十年科学技术发

展规划纲要

  在经济恢复时期结束后 o由于国内经济条

件大大改善 o也由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

要 o国家希望对科学的发展有更为长远的考

虑 q因此 o于 t|xy年制定科学发展的/ 十二年远

景规划0 q在天文学和天体物理学方面 o当时虽

然已经安排了编历 !授时等传统任务 o但是 o对

照同一时期国际上天文学和天体物理学研究的

进展状况 o我国仍然处于从头开始的地位 q因

而 o根据我国的需要和可能 o及时地制定一个我

国发展天文和天体物理研究的学科规划是必需

和及时的 q/ 十二年远景规划0确定了我国天文

和天体物理研究在今后的十余年内发展的两大

方向 }一是以完成任务为目标 o同时开展与完成

规定任务有关的方法和理论研究 o即所谓/ 以任

务带学科0的研究和发展领域 q其中包括编历和

与之有关的计算方法 o授时和由此发展出的地

#{zx# 物理



球自转 !纬度变化研究与子午天文 !基本星表 !

天文常数等天体测量研究 o太阳活动性预报服

务和由之发展起来的太阳活动性监测及其物理

现象的研究 !日地关系研究 o等等 q这些研究本

身虽还不是天体物理 o但却是天体物理观测研

究的重要基础 q另一个方向是结合当代天体物

理学的主流 o为我国天体物理研究的起步作出

安排 q当时 o主要包括了在津京唐地区和滇蜀地

区选出适合放置大型望远镜的台址 o为建立以

天体物理为主的研究基地作好准备 q

/ 十二年远景规划0的天文部分的主要点在

后来均基本得以实现 o并由此产生了北方授时

中心和天津的国际纬度站 q而新台址的选取则

是建立北京天文台和稍后建立云南天文台的基

础 q

t|x{年 o在海南岛日环食的中苏联合观测

中 o前苏联科学家带来了从毫米波到米波的各

种太阳射电望远镜 o使中方人员首次接触到射

电天文技术 q观测后 o苏方留借一台射电望远镜

以帮助在北京筹建射电天文研究点 q利用这个

机会 o中国天文学家得以掌握射电天文的技术

和方法 o并自己开始了射电望远镜的研制 q

在此期间 o我国天文教育在教学内容上根

据研究前沿领域的发展作了重要的调整 o大大

加强了天文系教学中的现代物理课教学 q南京

大学在天文系开设了/ 四大力学0 q这是培养我

国新一代天体物理学家的重要措施 q

天体物理不仅在科学发展中有着重要的地

位 o它在传播科学 !破除迷信上也起着独特的作

用 q天文和天体物理的普及工作在像我国这样

的落后国家有着重要的社会效益 qt|xz 年 o我

国建立了第一个天文普及的中心基地 ) ) ) 北京

天文馆 q它在普及天文知识 !培养青少年天文爱

好者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 q尽管我国现代天体

物理非常落后 o但是 o中国确有着悠久的天文观

测历史和极为丰富的古天文观测资料 q这些资

料即使在现代天体物理研究中也是非常重要

的 q为了整理和研究我国古天文观测资料 ot|xz

年 o在中国科学院成立的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设

立了天文学史组 q后来的事实证明 o天文学史的

研究不仅在天体物理研究本身而且在我国历史

和社会的研究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q

t|x|年开始 o我国人民面临了/ 三年困难0

时期 q天文学和天体物理学的发展与其他各项

事业一样被迫减缓了发展速度 qt|yu 年 o经济

逐渐恢复后 o制定了 t|yu ) t|zu 年的/ 十年科

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0 q天文学规划的基本轮廓

与/ 十二年远景规划0基本相同 q从这时起直至

t|yy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的 w年时间内 o天文学

和天体物理学与其他自然科学一样 o有一个较

好的发展环境 o因此 o也有了较迅速的发展 q这

时 o北京天文台和天津纬度站已建成投入工作 ~

天文年历和有关历书已由自己编算 ~授时工作

中 o时号改正数的精确度已达到世界前列 ~太阳

射电研究已在多个天文单位开展 ~射电干涉技

术的研究也结合太阳观测和人造地球卫星观测

设备开始进行 ~结合卫星轨道设计和测量 o天体

力学和天体测量的基础研究大大加强 ~小行星

的搜寻和光电测光工作获得了一批小行星的光

变曲线 ~上海天文台利用积累数十年的资料完

成了 x个银河系星团的测光和成员星自行的研

究 o并编制了有关星团表 q

在天体物理研究中 o尽管我国当时只有小

型望远镜 o仍然开展了一系列天体物理的观测

工作 q利用 ys¦° 返光望远镜和上海佘山观象

台的 ws¦° 折射望远镜 o对恒星进行了光电测

光和变星的照相测光观测 ~利用 ys¦° 望远镜

开始进行光谱学研究 q对新星和共生星光谱的

观测并由此确定他们的物理参数的研究已经达

到当时国际同类工作相同的水平 q

在各项发展中 o具有重要意义的是除在南

京大学建立了天文系外 ot|ys 年北京师范大学

也设立了天文系 q同年 o北京大学则在地球物理

系设立了天体物理专业 q这些系和专业参加全

国统一招生 o为我国天文和天体物理培养出了

一批具有天文和天体物理专门训练的人才 q

天文学和天体物理学的实验室是广袤的宇

宙 q天体物理学家的/ 实验0就是对宇宙中各种

天体的观测 q天体物理的理论是建立在观测的

基础之上并必须接受观测的检验 q因此 o各种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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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设备 o特别是各种望远镜是天文学家和天体

物理学家开展研究所必需的工具 q中国天文学

发展的不同于世界各国的一个重要决策是建立

中国科学院南京天文仪器厂k即现在的中国科

学院南京天文仪器研制中心l q它于 t|yw 年建

成 q我国现有的众多天文设备除部分是进口外 o

大都是由该厂研制生产的 q

在此期间 o为了促进我国天文和天体物理

研究的发展和交流 o创办了我国第一个天文期

刊 ) ) ) 5天文学报6 q

所谓的/ 文化大革命0在 t|yy年发动 o它给

我国正在蓬勃发展的科学事业带来了一场/ 史

无前例0的灾难 q在整整十年时间里 o所有的科

研和教学活动均被迫停顿 o人才培养也被迫中

断 o只有一些与/ 任务0相联系的工作能够得以

幸存 q而这十年 o正是国际上天文和天体物理研

究突飞猛进发展的十年 q类星体 !脉冲星 !宇宙

微波背景辐射和星际分子k特别是有机分子l的

发现被称为四大天文发现 q这些发现中的任何

一个均可在天体物理的研究中开辟一个重要领

域 o或极大地影响天体物理某些重要领域的发

展 q同期 o天文观测技术上也出现了巨大的突

破 q主要有 }综合孔径望远镜系统 o它使得我们

可以用大量较小面积的望远镜/ 聚零为整0成为

大面积接收设备 ~甚长基线干涉仪 o可以使我们

获得超高分辨率的观测 ~空间望远镜的发射以

及毫米波及 ÷ 射线波段的观测成功 q由于这些

手段的实现 o大大拓宽了天体物理的视野 o为天

体物理研究提供了更多的信息 o也提出了更多

问题 q正是在这些发现和观测技术进步的基础

上 o迅速产生和发展起来了类星体和活动星系

核的研究 o宇宙学的研究 o脉冲星和致密天体的

研究 o以及高能天体物理研究等一系列新的迄

今仍然是天体物理研究主流的研究领域 q

经过十年/ 文化大革命0后 o中国天文和天

体物理研究与国际上的差距更大了 q面对天体

物理研究的主流 o我们十分缺乏现代观测工

具 o方法和理论研究的发展也几乎需要从头开

始 o更重要的是在十年/ 文化大革命0期间形成

了我国在科研人才上的很大的空缺 q至今这个

人才空缺仍然是阻碍我国基础研究发展的重要

因素 q

t|zu年 o尽管/ 文化大革命0尚在进行 o但

是 o我国研究人员利用由于中美复交而开始有

美藉华人学者来华进行学术交流之机 o着手恢

复已经停顿多年的研究 qt|zv年 o举办了/ 文化

大革命0以来第一次天文学讨论会 q各天文台站

开始恢复观测和理论研究 q紫金山天文台开展

了恒星内部结构和演化的研究 o南京大学天文

系进行了不同谱型恒星的统计研究以及与紫金

山天文台联合对造父变星 ut¦° 氢线的统计分

析研究等 q在当时条件下 o首先开展起来的是理

论方面的研究工作 q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一些

物理教员成立了相对论天体物理小组 o开始了

脉冲星 !类星体和宇宙学的研究 q南京大学天文

系在中子星 !高能天体物理方面进行了多方面

的研究工作 q以北京天文台为主 o利用美藉华人

学者林家翘来华访问之机组织了密度波工作讨

论班 o开始了对漩涡星系密度波理论的研究 q这

些研究已经使我国天体物理研究开始向国际研

究的主流方向发展 q

v  改革开放和我国天体物理研究的发

展

  / 文化大革命0结束后 o我国立即着手在恢

复经济建设的同时 o大力地推进科学技术的发

展 qt|zz 年讨论 !制定了 t|z{ ) t|{x年的天文

学科发展规划 q根据当时的情况和条件 o将考虑

的焦点放在了设备和人员上 q

设备方面 }除完成原来已经开始进行的各

类小型设备的研制并使之如期完成外 o重点筹

划研制针对天体物理的观测手段 q要求这些设

备能够达到对国际上研究的前沿领域能够进行

/ 最低可及0的观测研究 q将指标定在 / 最低可

及0是由于我国当时的经济能力和技术条件无

论是购买国外的大型设备或自己研制这些设备

都有较大的困难 q而/ 可及0则是要求这些新建

设备要能使我国天体物理学研究具有对当前有

重要意义的领域开展研究的最基本的手段 q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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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原则下确定了研制 u1ty° 光学望远镜 !米

波综合孔径射电望远镜 !甚长基线干涉仪和

tv1z°毫米波射电望远镜 q

人才建设方面 }科学研究的焦点是人才问

题 q在/ 文化大革命0以后 o实行了改革开放的政

策 o为我国科学能够借助于国际合作和交流更

快的发展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条件 q中国科学的

发展终于开始了面向世界的时期 q在很短时期

内 o我国天文界与北美 !西欧 !澳洲以及国际天

文联合会通过高层次互访沟通了与国际相互往

来的渠道 o并与其他各学科一起有计划地派遣

人员赴发达国家进修与进行合作研究 q今天看

来 o这的确是在经过十年停顿后恢复我国科学

发展的极重要的一环 q学术界一扫十年来沉闷

的空气 o学术交流开始活跃起来 q

到 {s年代上半叶 o这些出国进修和进行合

作研究的人员大部分已回国工作 q通过在国外

一至二年的工作后 o他们接触到当时天体物理

的前沿 o对天体物理发展中的主要问题有了较

全面的了解 o并直接参与了某些前沿课题的研

究 q对国外最新设备的建造 !使用有了更为深刻

的了解 q在国内坚持设备研制的科学家在改革

开放的环境下也有了尽量利用先进技术的条

件 q

研究生培养制度的恢复和学位制度的实施

为培养更年轻一代的天文学和天体物理学人才

创造了条件 q同时 o也促进了高校研究工作的发

展 q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原有相对论天体物理

研究组的基础上成立了天体物理中心 q一些高

等院校的物理系也陆续有人开始进行天体物理

研究 q

从/ 文化大革命0后到现在的约 us 余年时

间内 o我国无论在设备建设 !观测研究和理论研

究上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 q

在光学红外天文设备方面 }在 {s 年代 o天

体物理研究主要依靠云南天文台的 t° 返光望

远镜 o也是我国第一台配备 ≤≤⁄探测器的望远

镜 q它在我国天体物理研究的发展中起了重要

的作用 q此后 o我国先后建成了 t1uy° !t1xy°

和 u1ty° v台望远镜 q这些设备的建成和投入

使用大大增强了我国实测天文和天体物理研究

的能力 q特别是 u1ty° 望远镜 o是东亚口径最

大的望远镜 o加上配置了先进的终端接收系统

和数据采集系统 o使我国在河外星系的测光和

光谱研究上有了可以利用的设备 q我国还在以

双折射滤光器为主的一类太阳观测仪器方面制

造出了我国独具特色的太阳磁场望远镜 o使在

太阳磁场和速度场的观测资料的获取上达到了

国际领先水平 q在一些主要的光学观测设备上

均配备了 ≤≤⁄接收装置和计算机控制及数据

采集系统 q

在射电天文仪器方面 }一个从米波到厘米

波段的太阳射电观测网已逐渐形成 q同时 o将建

设的新射电望远镜的目标指向了非太阳k或宇

宙l射电天文观测 q相继建成了 v项主要的射电

观测设备 }ktl米波综合孔径望远镜 o并开展了

uvu � �½北天赤纬 vsβ以上天区的巡天观测工

作 ~kul上海天文台位于佘山的 ux° 射电望远

镜 o参加了与欧洲网组成的甚长基线阵 q在此基

础上 o可以利用 ∂ ���国际网对一系列天体物

理课题进行观测研究 ~kvl紫金山天文台设在青

海的 tv1z° 毫米波望远镜 o其 uu��½o{x )

ttx��½系统相继投入使用 q这一设备的建成

开创了我国在毫米波天文学的研究 q由中国科

学院和高等院校的研究队伍利用该设备对太阳

活动区 !分子云和恒星形成区等开展了研究 q

在高能天体物理观测设备的研制上也有了

相当进展 o建立了一些高能天体物理观测基地 o

开通了一条中苏长距离 !长时间气球飞行路线

并试飞成功 o并在硬 ÷ 射线能谱和能态变化的

观测上取得了初步成功 q

我国天体物理的研究在这一时期有了长足

的发展 q出国进修和进行合作研究的人员大部

分已陆续回国 o他们在 t ) u年的国外研究和工

作期间接触到了当时天体物理研究前沿的全

貌 o他们在对方进行的研究也大都围绕当时天

体物理中的重要问题 q在合作中不少我国学者

与对方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 o使得在回国后

的研究工作特别是观测的研究工作能在一方面

利用国内新建成的中 !小型设备的同时 o通过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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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利用国外的大型设备进行高水平的研究 q同

期 o我国成立了以支持基础研究为主的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o在对研究工作的支持和投

入上进行改革 o大大推动了基础研究的发展 q

在改革开放后的 us余年中 o我国的天文和

天体物理研究在研究领域方面扩展到覆盖了当

前主要的研究领域 o而在研究深度上则远较此

之前进了一大步 q这表现在自 {s 年代以后 o不

仅每年发表的学术论文有较大的增长 o而且发

表在国际一流学术刊物上的论文数目也逐年增

加 q中国科学家的学术论文在国际主要学术刊

物上被引用的也逐渐增加 q在此期间内主要开

展的研究课题和取得的进展有 }

在太阳物理研究方面 o由于我国建成了独

具特色的太阳磁场望远镜 o从而能够获得高质

量的太阳磁场速度场的观测资料 o在此基础上

开展了耀斑与磁场速度场关系 !太阳磁场的精

细结构以及网络磁场寿命等的研究 ~另一方面

的进展是日震学的研究 q主要是通过太阳振动

的观测资料与理论对比对太阳内部结构和对流

机制的理论模型进行检验和改进 q这项研究方

法后来发展到用于恒星研究上 q

恒星物理的研究是天体物理研究的基础 q

在恒星物理的观测研究中 o我国天文学家在变

星和双星的研究上取得了一批有特色的成果 o

如 o发现了恒星特大能量的光学宽波段耀发事

件 o并确认其为某种类型双星中的类太阳耀发 ~

在 �̈ 星短时标光变的研究中 o发现气壳谱线的

快变现象和 ΗΑ 发射线强度和线宽的快速增

加 q在恒星结构和演化理论研究方面 o在恒星对

流理论研究中提出了一种最精确适用的恒星对

流理论 o这一理论被国际同行以其提出者的姓

名称为/ 熊氏理论0 q在双星演化和恒星演化过

程中质量损失的理论研究上也取得了较大的进

展 q

星系和宇宙学的研究在 ys 年代后迅速成

为天体物理研究的主要前沿 q我国在此领域的

研究在这 us 余年内从无到有 o迅速发展起来 o

已形成了一批较活跃的课题群 o并且在国际上

有了一定的显示度 q

在星系活动性和活动星系核的研究中 o提

供了星系形态畸变引起气体内流导致核活动的

证据 ~发现 ≥ ¼̈©̈µ·星系有近邻星系的比例明显

地高 ~发现极亮红外星系绝大部分是相互作用

或并合星系 ~对 ���¤¦天体进行长期监测后确

定其存在短时标光变 ~研究了视超光速现象和

致密陡谱源的结构 ~较成功地用相对论性喷流

模型解释了射电星系的快速偏振变化 ~类星体

研究中发现了大量类星体候选体 ~建立了一套

高置信度的证认类星体吸收系统的方法 o并发

现了一批重元素吸收系统 ~在 ΛΑ森林的研究

中 o证实了宇宙中原初氢云的存在 o并研究了这

些氢云的物理性质及其演化 q在星系团的研究

中 o提出了用最大似然法由视向速度确定星系

团成员的定量统计方法 o分析了次团结构 !团的

质量 !运动学和动力学性质 q

在宇宙大尺度结构的研究中 o这段时间中

系统地研究了星系 !星系团和类星体及其吸收

线系统分布中的成团 ~证实了类星体分布存在

大于 tss«p t � ³¦尺度上的成团性 ~提出了宇宙

密度波的假设并用它解释了类星体红移分布中

的周期性 ~从完备样本的分析 o证实了星系成团

存在着光度分层 ~提出了利用颜色判据寻找遥

远星系团的方法等 q在宇宙学研究中 o对引力透

镜效应开展了多方面的研究 o通过星系团引力

透镜效应的分析 o提出星系团存在大质量核心 o

并为后来的研究所证实 ~开展了双物质成分宇

宙的研究 q

在星系动力学研究中 o建立了漩涡星系的

三维动力学模型 o并由此提出了测定星系盘厚

度的新方法 q并已开始利用这一方法 o系统地测

定星系盘的厚度 q

高能天体物理的研究也有了很大的发展 q

例如 o中 !澳 !英合作取得了南天 tss 余颗脉冲

星射电辐射的偏振资料 o并发现了一些线偏振

的突变现象 ~发现了几颗 Χ射线脉冲星 ~通过对

∞¬±¶·̈¬±卫星数据的分析 o发现了 ≤ ×�{s 的 ÷

射线类喷流结构 ~利用国际紫外卫星数据的分

析 o研究了类星体连续谱中的隆起等 q在高能天

体物理研究中 o对脉冲星进行了系统和深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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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研究 ~特别是在脉冲星理论研究中提出了

逆康普顿散射是脉冲星辐射机制中的一种重要

物理机制 o从而开创了基于逆康普顿散射理论

的脉冲星新辐射机制的研究 ~研究了 Χ射线脉

冲辐射的特性 o导出了 Χ射线脉冲星的判据 ~开

展了对 Χ爆能谱的研究 o为后来 Χ爆模型的研

究打下了基础 ~提出了中子星中非轻子夸克弱

过程对中子星径向振动有十分有效的阻尼 o能

导致产生快速爆发现象 ~研究了超新星遗迹在

银河系的分布 o并结合我国古天文资料进行了

分析 ~提出了切连科夫线辐射机制 o并通过实验

加以证实 ~用这一效应解释了类星体和活动星

系核宽发射线的陡巴耳末减缩 ~对吸积盘理论

开展了多方面的研究 q

我们可以从一些不完备的统计数据看出在

改革开放后的 ts 余年内我国天文和天体物理

研究的迅速发展 q仅以 t|{u 年至 t||u 年的 ts

年为例 o在此期间 o我国天文和天体物理学家在

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共计发表学术论文 |sss 余

篇 q其中 o在 ≥≤�收录的刊物上发表的学术论文

逐年增加 q这些研究成果中获得国家科技进步

一等奖 v 项 o二等奖 ts 项 o获中国科学院一等

奖 tw项 o国家教委一等奖 t项 q

在学术交流方面 o开创了以张衡和郭守敬

命名的两个系列学术讨论会 q创办了5天体物理

学报6 q在人才培养方面 o在 w 所高校和 x 个台

站设置了 tu 个博士点 !w 个博士后站 qts 年内

培养天文和天体物理本科学生 wws 余人 o硕士

生 vss余名 o博士生近 ys名 q

经过 us余年的发展 o我国天文和天体物理

研究已经不但恢复了/ 文化大革命0所带来的损

伤 o并且在改革开放的环境中有了较大的发展 q

我国天体物理学家在这方面已经作好向更高水

平冲刺的准备 q

w  迎接新世纪 !面对新的挑战

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主

导作用在今天已越来越明显 q正是在这样的大

环境下 o我国提出了/ 科教兴国0的方针 o并对我

国科学和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q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委员会 !科技部 !中国科学院和教育部均

出台了一系列计划 o以促进我国科学和技术的

发展 q这些计划有效地改善了科研条件 q特别是

互联网络的启动 o使科学技术的交流特别是获

得最新资料和数据变得远较以前方便 q科技部

/ 攀登计划0的实施 o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一系列重大和重点项目的启动等都有助于我国

天体物理整体实力的提高 q

进入 |s年代后期的中国天体物理 o在迅速

发展的基础上不失时机地给自己提出了更高的

目标和任务 q尽管改革开放以来 o我国在天体物

理研究上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步 o在某些

课题上作出了有影响的工作 o但就天体物理整

体研究水平而言 o与国际先进水平还相差甚远 q

在这种情况下 o根据我国国力和经济上可能提

供的物质条件 o采取了大小结合的办法发展我

国天文和天体物理设备 q通过长时间的酝酿 o提

出了天文的重大科学工程 ) ) ) �� � �≥× 计划 q

这是一台采用多种新技术的卧式子午仪式的反

射施密特望远镜 q口径 w° o视场为 xβ o配有

wsss条光纤 q其主要科学目标为进行北天的星

系和恒星的光谱巡天 q预计在建成后三五年内 o

可以完成北天深达 us1x等的星系红移巡天 q这

一巡天将提供 tsy 个类星体和 tsz 个星系的红

移资料和数量更多的恒星光谱资料 q这项计划

的完成将必然会使得我国在宇宙学 !宇宙大尺

度结构 !星系形成和演化 !类星体的分布和演化

以及银河系结构等一系列当前天体物理研究的

重大问题上获得前所未有的丰富资料 o并获得

在国际上有重大影响的研究成果 q这一计划已

经开始执行 o它的完成必然会大大提高我国天

体物理研究的整体实力 q

与此同时 o一系列重大项目还在酝酿中 q

如 o空间太阳望远镜 o它将把我国独具特色的太

阳探测装置发射到空间以获取更为优良的观测

资料 ~利用我国贵州省的天然喀斯特地形建造

直径超过 xss°射电望远镜的 �× 计划和其他

一些大型设备计划 q有的开始了预研究 o有的还

在酝酿之中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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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型项目开展的同时 o我国天文和天体

物理学家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 o对我国原

有的中小型设备通过完善其终端设备 o或按照

先进的学术思想加以改造和使之专用化 o以求

在某些确定的领域作出极为重要的成果 q近几

年来在这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q以我国最大

的 u1ty°返光望远镜为例 o在完成了卡焦摄谱

仪 !折轴摄谱仪和导星装置的配备后 o在我国天

体物理研究观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q利用它所

获取的资料取得的研究成果在近两年中 o每年

仅在 ≥≤�收录的学术刊物上发表的学术论文就

达 us篇以上 q利用云南天文台的 t° 返光镜对

���¤¦天体进行长期监测 o发现了相当数量 ��

�¤¦天体的短时标光变 o使我国在该领域的研

究具有了相当高的显示度 q通过对北京天文台

ysr|s¦° 施密特望远镜的改造 o配上 usw{ ≅

usw{ ≤≤⁄和避开天光辐射的中带滤光片和计

算机控制系统 o用该系统进行的大视场多色巡

天观测成为极富特色的观测研究 q利用这台设

备对侧向星系 ��≤x|sz 的深露光观测已经取

得了重要的结果 q如 o证明了在 t||w 年发表于

5�¤·∏µ̈6上的关于 ��≤x|sz 存在发光晕的结

果是错误的 ~获得了疏散星团 � yz的最深的赫

罗图等一系列重要的研究结果 q引起了国际同

行的高度重视 q北京天文台将 ys¦° 望远镜配

备 ≤≤⁄接收器 o并专用于超新星巡天 q在不到

v年时间内发现了 vs 颗新的超新星 o其中 tw

颗是目前天体物理观测中极为关注的 ´¤型超

新星 q并且 o这些超新星中的大多数都是在其亮

度上升到最高之前发现的 q这为 ´¤ 型超新星

更好的定表提供了难得的宝贵资料 q这些情况

说明 o在发展大型设备的同时 o我国天体物理学

家也充分利用原有中小型设备 o加以更新改造 o

取得了很好的研究成果 q

在此期间 o我国天体物理研究也在更大范

围内和更深入地进入了当代天体物理的前沿 q

在宇宙学研究中 o对星系团中重子物质的问题 !

Χ爆余辉和 Χ爆模型 !星系形成和演化 !宇宙大

尺度结构 !星系相互作用和并合及星系活动性 !

星暴星系 !恒星重元素丰度和贫金属丰度恒星

的寻求 !÷ 射线星系 !÷ 射线双星模型 !分子云

和恒星形成 !星系和宇宙磁场 !活动星系核的模

型 !辐射机制等目前天体物理研究中的最重要

的前沿问题上 o我国科学家都在积极开展研究 q

我国天体物理研究在国际上的影响也逐步增

强 o这点可以从如下的一个方面来看出 o国际学

术刊物5°�≥°6自 t||u年起在每年初特别邀请

著名天体物理学家 !美国加州理工大学教授

×µ¬°¥̄¨撰写一篇专论 o对前一年中天文和天体

物理研究的进展作一述评 q根据我们的初步统

计 o在该评述中引述的我国在国内工作的天体

物理学家发表的论文数 o由 t||u年的 t篇逐年

增加达到 t|||年的 tx 篇 o增加了 ts 倍以上 q

如果以引述数占其评述论文中的总引用数来

看 o则由 t||u 年的不到 s1x h 增加到 t||| 年

的约 t1v h o增长了近 v 倍 q尽管这并不是某种

正式的评价 o而且肯定会受到作者本人的工作

领域和学术观点的影响 o但可以作为一个参考 q

我们可以看出 o自改革开放以来 o我国天体物理

学家经过不断努力 o已经使我国在天体物理领

域的研究逐步获得了国际的承认 o影响也逐年

增加 o这为我国天体物理研究在新的世纪中能

够在世界科学之林崭露头角奠定了良好的基

础 q

致谢  本文在撰写过程中 o承蒙王绶绾先生示

以所作/ us世纪的中国天文学0文稿 o本文部分

材料来自该文 q紫金山天文台王永保先生和陕

西天文台李德河先生为本文收集了不少资料 q

北京天文台苏洪钧先生拨冗阅读本文并提出了

重要的修改建议 q在此一并致谢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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