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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柔太阳物理观测研究是如何走向世界的

汲培文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数理学部 )

位于怀柔的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怀柔观测站的太阳磁场望远镜于 9 187 年投人观测以来
,

取

得了显著成就
。

在国际上首次发现太阳耀斑出现在 .0 5至 2 小时之前的 H B
多普勒速度场反变线

红移一侧等大批观测资料
,

在世界上首次与美国大熊湖天文台开展了
“

日不落
”

联合观测 (即利用中

美时差
,

对太阳进行 24 小时不间断的观测 )
,

自 19 88 年以来
,

平均每年进行 4 次联合观测
。

并与日

本国立天文台
、

京都大学飞弹天文台
、

前苏联克里米亚天文台等也进行了联合观测 ; 自 19灭)年以

来
,

该站学术带头人艾国祥研究员已 4 次在国际学术会议上作特邀报告
,

引起良好反应
。

199 1年 7

月在国际天文学联合会第 21 次大会第 10 和第 12 委员会上做
“

中美合作的磁场研究
”

特邀报告
,

这

在中国太阳物理学界是第一人
。

国际天文学会已确定第 141 届学术会议以
“

太阳活动区磁场和速

度场
”

为题于 199 2 年 9 月在北京举行
,

艾国祥研究员和国际著名太阳物理学家美国大熊湖天文台

台长 2 1山1
教授为会议主席

。

此外
,

还举办了中日
、

中苏太阳物理学术讨论会旧
、

韩等国还向我国

订购太阳磁场远镜的主要部件
。

现在怀柔太阳物理观测研究已走向世界
。

太阳磁场望远镜投人观测只有五年的时间便取得如此效果
,

科学基金发挥了重要作用
。

科学基金择优支持的原则支持了怀柔的太阳物理观测
、

研究
,

为其走向世界奠定了基础

19 8 7 年
,

怀柔太 阳磁场望远镜刚投人观测
,

尚未取得高质量的观测资料和研究成果
,

在国

际上默默无闻
,

国内也尚未取得同行的共识
,

科研经费不足
,

观测和研究不能迅速扩展和深

人
。

我们通过调研
,

了解了怀柔站的境况
,

意识到太阳磁场望远镜的潜在实力和水平
。

在组织
“

七 五
”

天文重大项 目
“

太阳活动和宇宙活动天体的研究
”

时
,

坚持择优支持的原则
,

经专家同

意
,

将怀柔太阳物理观测研究纳人重大项 目
,

以
“

太阳活动区磁场和速度场的观测研究
”

为题予

以支持
。

项 目执行期间
,

实行滚动管理
,

进一步强化支持
,

共资助观测研究费 30
.

3 万元
,

其中

9 万元由滚动管理追加资助
。

科学基金的资助鼓舞了科技人员的干劲
,

扩大了怀柔站在国内外的影响
,

引起了有关方面

的重视
,

从而有利于怀柔站争取多方面
、

多渠道的支持
。

科学基金鼓励创新
、

发展
,

推动了怀柔太阳物理观测研究
,

提高了整体水平

太阳磁场望远镜投人观测时
,

已具备光电磁象仪和视频磁象仪的功能
,

可以在两个波段测

量太阳的向量磁场和速度场
。

仪器总体性能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

其中的关键部件— 窄带

双折射滤光器的技术指标在国际上已处于领先地位
。

由于望远镜后端部分采用传统的视频系

统
,

观测效率和效果不如当时处于国际领先水平的美国大熊湖天文台的太阳磁场望远镜和美

国宇航局 (N A SA )的太阳磁场望远镜
,

怀柔太阳磁场望远镜的主体优势未能得到充分发挥
。

为把太阳磁场望远镜真正建成国际一流水平
,

科学基金在支持观测研究的同时
、

支持鼓励

发展新的后端接收系统和软件处理系统
。

19 8 7 年以青年基金项目
“

太阳两层次精细结构微弱

磁场与速度场测量
”

资助 5 万元
,

支持采用 80 年代国际先进的 C C D 辐射接收器取代视频系

统
,

发展图象处理软件包
,

使后端接收系统采用 C C D 接收器和计算机实时处理
,

从而使怀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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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磁场望远镜的整体性能和接收处理系统均处于国际一流水平
。

美
、

日
、

苏等国的太阳物理

学家多次到怀柔站进行观测和工作
,

有时工作长达 2 个月
。

至此
,

中国终于有了能与发达国家

相媲美的天文观测设备
。

科学基金国际合作与交流加速了怀柔太阳物理观测研究走向世界的步伐

19 87 年底
,

在基金委员会的倡议下
,

怀柔站与大熊湖天文台建立了合作关系
,

在世界上首

次进行了
`

旧 不落
”

观测
,

迈出了走向世界的第一步
。

iz n iln 教授把中美双方联合观测 的资料

制成电影片
,

到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和美国太阳物理年会上放映
,

展示世界最新太阳物理观测

结果
。

联合观测资料比对表明
,

怀柔太限磁场望远镜的观测资料无论在质量上还是分辨率上

都不亚于美国大熊湖天文台的资料
,

客观上起到了为怀柔太阳磁场望远镜作宣传的作用
。

19 88 年
,

在基金会国际合作项 目的支持下
,

艾国祥教授首次赴美大熊湖天文台进行联合

观测和合作研究
。

在美期间
,

艾国祥研究员还应邀到美国国家光学天文台
、

高山天文台
、

美国

国家宇航局马歇尔飞行中心
、

空间环境实验室等进行访问和交流
,

向美国同行全面介绍怀柔太

阳物理观测研究工作
,

进一步扩大了怀柔的国际影响
。

几年来怀柔站已有 4 人次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的支持
,

到国外进行联合观测和交流 ;

受资助在华召开 了中日太阳物理学术讨论会
,

接待国外天文学家 4 人次到怀柔进行观测
、

工

作
。

在基金委员会的支持和帮助下
,

与大熊湖天文台进行的
`

旧 不落
”

联合观测已纳人中美政

府间协议项 目
,

与日本 国立天文台
、

飞弹天文台进行的联合观测纳人中日政府间协议项 目
,

与

苏联克里米亚天文台等进行的联合观测纳人基金委员会与苏联科学院的协议项 目
。

科学基金重视支持优秀青年人才
,

促进了怀柔观测站研究队伍的成长

怀柔站的观测研究队伍主要由青年人组成
,

40 岁以下科研人员占 90 %
。

青年科学基金项

目负责人明长荣
,

由于工作出色
,

已被北京天文台晋升为高级工程师
,

成为怀柔站的骨干
。

科学基金提倡联合资助
、

共兴科技的方针
,

帮助 了怀柔的工作

建设世界一流水平的天文观测设施
,

需要大量的经费和多方面的帮助
。

我们按联合资助
、

共

兴科技的方针
,

主动为怀柔站多方联系
,

介绍情况
,

沟通渠道
。

几年来经我们联系和介绍
,

怀柔站

得到国家计委 20 万元人民币和 30 万美元外汇额度的支持
,

加速了怀柔站现代化的进程
。

科学基金依靠专家
、

面向专家
、

为专家服务的指导思想促进了怀柔站的工作

我们对怀柔站的申请项 目
,

严格按科学基金的评审程序办理
,

请同行专家审查
、

把关
,

为怀

柔站的发展建立科学
、

正确的学术方向
。

项 目执行期间
,

我们深人实际
,

了解情况
,

为他们服

务
,

出主意
、

想办法
,

帮助解决问题
,

按规章严格管理
,

使项 目承担者有压力
、

有动力
,

有利于科

学基金项 目的实施
。

以上表明
,

尽管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成立时间不长
,

经费不多
,

但在我国自然科学研究中

己发挥重要作用
。

只要我们认真贯彻
“

依靠专家
、

发扬民主
、

择优支持
、

公正合理
”

的方针
,

树立全

心全意为科技界服务的思想
,

发挥主观能动性
,

科学基金定能为我国科技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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