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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法太阳物理研究的基本概况

1
.

1 快速发展的我国太阳物理研究

20 年来
,

我国太阳物理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
,

逐步形成了从人才培养
、

实测到理论研究的较完整

体系 〔̀ 〕
。

我国先后建成了一批有特色的太阳观测设

备
,

包括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的磁场望远镜
,

中国

科学院太阳射电宽带动态频谱仪
、

南京大学 口径 60

厘米太阳塔及其两维多波段成象光谱仪
、

紫金山天

文台近红外多波段两维光谱仪
、

云南天文台 otS ke s

光谱望远镜以及紫金山天文台和云南天文台精细结

构望远镜等
。

这批设备取得了许多高质量的观测资

料
。

近一
、

二十年来
,

我国太阳物理的研究人员充分

利用这些资料
,

结合国际上地面和空间获得的资料

进行研究
,

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
。

研究工

作主要包括
:
( l) 利用我国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磁场

望远镜对太阳活动区磁场和小尺度磁场进行了大量

观测
,

取得系统的资料
,

并对磁场结构
、

磁对消和磁

能释放
、

电流和螺度等进行了广泛的研究 ; ( 2 )利用

国内外的一些太阳望远镜
,

对太阳耀斑
、

日饵
、

谱斑

和黑子等许多太阳活动体的光谱进行了大量观测
,

取得了大批高质量的观测资料
,

并对太阳耀斑
、

日饵

和黑子的半经验大气模型和耀斑动力学模型
、

耀斑

非热粒子的光谱诊断和谱线不对称性
、

白光耀斑机

制和耀斑磁重联的数值模拟等进行了系统研究 ; (3)

利用我国研制的高时间分辨率的射电观测网和近年

来研制成功的射电宽带动态频谱仪
,

取得一批高时

间分辨率的太阳射电爆发资料
,

发现太阳射电爆发

精细结构的许多新特性和新规律 ; ( 4 )对近年来引起

广泛重视的日冕物质抛射及有关的日洱和暗条动力

学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

特别是在 日冕物质抛射源区

的磁场结构
、

物理特性以及 日冕物质抛射的数值模

拟等方面取得一些原创性的成果
,

并积极开展了交

叉新兴学科
一

空 间天气学的研究
,

取得 了进展
。

此

外
,

在太阳活动预报
、

日震学和太阳内部结构等方面

也开展了不少研究工作
,

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

目前我国从事太阳物理研究的主要单位有
:
国

家天文台 (包括云南天文台和乌鲁木齐天文站 )
、

紫

金山天文台
、

南京大学
、

北京大学
、

北京师范大学
、

中

国科技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与应用研究中心

等
。

从规模和水平看
,

我国太阳物理研究在发展中

国家里居于首位
。

目前具有高级职称的研究人员约

40 余人
,

约占全国天文高级职称人数的 13 %
。

目前国内投人观测的各类太阳仪器有 10 余台
,

形成了一个全国的观测网
。

虽然我国太阳仪器总体

水平还较差
,

分辨率较低 (这和观测台址有很大关

系 )
,

但我国仍然拥有一些特色
,

例如
: 国家天文台的

国际先进水平的口径 35 Cm 太阳磁场望远镜时间分

辨率高
,

且可观测光球和色球的磁场 ;南京大学 口径

团
c m 太阳塔和紫金山天文台的多波段二维光谱仪

可在不同波段内同时观测太阳二维光谱
,

这在世界

上是很少的 ; 2X() 1 年全面投人观测的 0
.

7一7
.

6 GH z

太阳射电宽带射电频谱仪可进行从毫秒级到秒级的

高时间分辨率射电频谱观测等
。

在
“

风云 2 号
”

卫星

和
“

神舟 2 号
”

飞船上搭载的太阳高能辐射探测器取

得了很好的观测资料
,

标志着我国太阳的卫星观测

已经开始
。

20 年来
,

我国太阳物理研究人员在以上这些研

pJ
、

.

卜`口
吕、̀;,
;

,

中国科学院院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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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领域先后发表了千余篇学术论文
,

其中有 中以〕余

篇发表在国际核心期刊 ( S CI )上
。

这些成果得到了

国内外太阳物理界的重视和好评
,

并得到较广泛的

引用
。

在此期间
,

我 国太阳物理研究人员先后承担了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

科技部和教育部等部门

的科研项 目
,

包括 1 项
“

9 73
”

计划
、

2 项攀登计划
、

4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 目
、

5 项国家 自然科学

基金重点项 目
,

并承担了 70 余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
_

_

L:项 目
。

所有已结题的项 目都较好地完成了原定

的研究计划
,

取得了好的成绩
。

1
.

2 有悠久历史又富有朝气的法国太阳物理研究

法国太阳物理研究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基

础
。

研究 工 作 大多集 中于 法 国科学 研究 中心

( C NR s) 下属的研究所和天文台
。

巴黎天文台是世

界上历史最悠久 的天文台之一
,

也是 目前欧洲最大

的天文台
。

它的太阳物理研究已有一百多年的历

史
,

在国际上享有盛誉
。

20 世纪 70 年代初就建成

了欧洲最大的 80
e m 口径的塔式太阳望远镜和 N an

-

c
ay 米波射电 日象仪

,

在世界最佳太阳观测地之一的

日中峰上还拥有 日冕仪和太阳光谱仪等设备
。

近年

来参与研制耗资 巧 亿美元的太阳和 日球天文 台

( S O Ho) 卫 星
。

该卫星于 19 95 年底升空
,

取得了大

量宝贵的资料
,

成为当今世界上研究太阳和空间灾

害性天气的主要卫星之一
。

巴黎天文台还与意大利

合作
,

经过 十几年的努力
,

199 9 年在世界最佳天 文

观测点之一的西班牙 Can 娜 岛上建成 90
C m 口径真

空太阳望远镜 2j[ (TH
E MI )S

,

并投人使用
。

该望远镜

是 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地面太阳望远镜之一
,

主要

用于高精度的磁场和光谱观测
。

依靠这些设备
,

近

年来巴黎天文台在太阳两维光谱
、

暗条
、

日饵和耀斑

的高分辨率观测和研究
、

活动区磁场结构和演化
,

谱

线偏振理论
、

日冕物质抛射以及磁重联等研究领域

取得了突出的成绩
。

此外
,

法国空 间天体物理研究

所在参与和发展太阳空间观测方面成果显著
,

先后

参与 了 SO HO 等卫星上多种探测器的研制
。

尼斯天

文台在太阳物理理论研究方面也取得一系列成果
。

法国其他的一些研究所和大学等单位也有一些太阳

物理研究工作
,

不过比较分散
。

2 长期稳定的合作研究

由上述的简要介绍可见
,

中法两国太 阳物理研

究具有共同的兴趣
、

广泛的课题和 明显的互补性
。

这就为双方长期的合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条件
。

双方的合作研究开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
。

南京大

学方成和云南天文 台冯永明作为访问学者
,

由教育

部和中国科学院于 1980 年派往法 国巴黎天文台开

展合作研究
,

为期 2 年
。

19 83 年巴 黎天文台的一批

太阳物理专家来华参加我 国主办的第一次国际太阳

物理讨论会
,

并在会后访问了几个天文台和南京大

学
,

建立起较密切 的联系
。

19 85 年在世界银行贷款

的支持下
,

巴黎天文台的 oC ls on 博士来南京大学工

作一个月
,

指导完善和改进太阳塔的电控设备
。

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
,

双方合作进一步加强
。

在我国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以下简称自然科

学基金会 )和法国国家研究中心的大力支持下
,

巴黎

天文台先后 4 次邀请方成教授作为一级研究员前去

访问和合作研究
。

在自然科学基金会
、

中国科学院

和教育部的支持下
,

我国各天文台和大学先后有二

十余人次访问了 巴黎天文台
,

访问时间从几周到半

年以上
。

法国方面
,

在法国国家研究中心和我 国 自

然科学基金会的有关协议支持下
,

巴黎天文台太阳

和行星部主任 P
.

iS mo
n
博士

、

J 一 C
.

H en o ux 博士
、

资

深研究员 M
.

P i e k 博士
、

B
.

cS hln ie de r
博士

、

P
.

M e i n

博士
、

N
.

M ie n
博士和 E

.

iR be S
博士等

,

以及法国空

间天体物理研究所 J
.

C
.

iV al 博士
、

A
.

G al 币 e l 博士

等人也多次访问了我国
,

访问时间为 1周至 l 个月
,

开展了多课题的合作研究
,

特别是在双方的努力下
,

得到自然科学基金会和法国国家研究中心的联合支

持
,

由南京大学承办
,

于 19 99 年 n 月在我国成功召

开了首次中法太阳物理讨论会
。

参加会议的有来自

法国
、

德国
、

英国和意大利的十余位专家和来自国内

各主要天文单位的 29 位代表
。

会议报告综述了国

际上太阳物理研究的最新进展
,

介绍 了中法在太阳

物理领域的合作研究成果
,

研讨了今后加强中法合

作的途径和方式
。

代表们一致反映收获很大
。

会后

还出版了文集 3j[
。

2 00 2 年 8 月底 又在巴黎天文 台

召开了第二次中法太阳物理讨论会
,

我国有二 十多

位以年轻学术骨干为主的太阳物理专家前往参加会

议
。

法国和欧州的二十余位科学家也参加了会议
。

会上共有 40 多个报告
,

反映了近年来的最新研究和

合作研究的成果
,

通过广泛交流研究成果和会内外

的讨论
,

有力地推动了合作研究深人的发展
。

会议

文集将于近期出版
。

此外
,

199 9 年后
,

我 国太阳物理专家还多次同

法国专家合作
,

利用法
、

意安装在西班牙 c an 娜 岛

上的 TH
E M IS 太阳望远镜进行了活动区和暗条的高

分辨率观测
,

取得了一流 的观测资料
。

这为今后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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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联合观测和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
。

3 合作研究的丰硕成果

20 年来双方利用各自的优势
,

在太阳物理的前

沿领域
一

太阳活动区物理方面进行了多方位的合作

研究
。

主要的研究内容集中在耀斑
、

日饵
、

谱斑等太

阳活动现象的多波段综合研究
、

光谱分析
、

大气半经

验模型
、

耀斑动力学模型
、

耀斑高能粒子的光谱诊

断
、

活动区磁场结构和演化
,

以及太阳活动周的特性

和预报等方面
。

双方合作先后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

物上发表了 50 多篇学术论文
,

其中大部分发表在国

际核心刊物 ( SCI )上
。

合作研究取得的重要成果有
:

( l) 首次得到 了耀斑软 X 射线和电子束加热太

阳色球的自洽模型 ;

( 2) 系统提出了由耀斑光谱诊断耀斑高能粒子

束特性的方法
,

给出了理论公式和计算方法 ;

( 3 )首次提出 了太阳上
“

lE le

~ 炸弹
”

由磁重

联后的高能粒子轰击产生的新机制 ;

(4) 给出了由磁流浮现产生色球和软 X 射线增

亮
,

以及暗条消失的新证据 ;

( 5 )利用双方获得的高质量观测资料
,

对活动区

磁场和耀斑光谱进行了深人研究
,

导出了耀斑的速

度场和其它有关的物理参数
,

研究了双带耀斑的演

化过程 ;

( 6 )利用法国巴黎天文台的光学和射电资料
,

以

及 so HO 等观测资料进行多波段分析
,

对 日冕物质

抛射的特性和起源
,

以及高能粒子的加速机制进行

了详细 的研究
,

提出了新的看法 ;

( 7) 对太阳暗条的物理特性
、

动力学与精细结构

进行了研究
,

得到新的结果
。

通过长期稳定的合作
,

我国一批年轻的优秀太

阳物理人才迅速成长起来
。

他们不仅直接利用和分

析了国际一流的观测资料
,

迅速掌握了国际上先进

的太阳物理理论和分析计算方法
,

很快地进人了国

际太阳物理的前沿研究领域
,

而且
,

更重要的是
,

他

们与法国和欧洲的一流太阳物理学家建立了直接而

紧密的个人联系
,

为他们今后的成长和发展开拓了

挤身国际太阳物理舞台的宽广道路
。

这对于今后我

国太阳物理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

2 0 年来
,

我们多次获得的国家教委科技进步奖

一
、

二等奖
、

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

国家科

技进步奖二等奖和 国家 自然科学奖三等奖
,

其中就

包含了中法合作研究的许多成果
。

4 体会和展望

通过 20 多年的中法合作
,

在太阳物理研究和人

才培养等方面已取得了很好的成果
。

我们的主要体

会是
:

( l) 长期稳定的合作研究是取得重要成果的基

础
。

20 多年来中法太阳物理专家本着取长补短
、

互

惠互利的原则
,

开展了全方位的交流和合作
。

除了

观测资料共享外
,

更重要的是建立了长期互访和共

同研究的制度
。

互访时间不是几天
,

而是几周到几

个月
。

互访时不是仅仅做一
、

二个学术报告
,

而是双

方开展深人的讨论和研究
,

解决一些关键的科学难

题
,

从而使研究工作步步深入
,

有效地提高了研究的

水平
。

没有这种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

取得系统的

重要成果是很难的
。

( 2) 积极开展多边和双边的国际合作研究是多

快好省地发展我国天文学科的有效途径
。

天文学是

一门观测 的科学
。

由于我国财力有限和历史的原

因
,

我 国至今仍缺乏大型的天文观测设备
,

天文卫星

更是一个都设有
。

在这种情况下
,

充分利用 国外已

有的大型天文望远镜和天文卫星
,

特别是利用 它们

向全世界开放的有利条件
,

通过合作关系
,

取得观测

时间和使用天文卫星数据的条件 (包括数据库和分

析处理软件等 )
,

进行高水平的研究
,

对发展我 国的

天文学科就显得尤其重要
。

在这种合作研究过程

中
,

年轻人才可以迅速的成长起来
,

对于我 国优秀人

才的培养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

( 3) 组织和参加重要的双边和多边国际会议
,

对

于提高我国的学术水平
、

扩大我国在国际上的影响

具有重要意义
。

我们组织了两次中法太阳物理讨论

会
,

还曾举办过多次和其他国家的双边或多边讨论

会
,

在交流最新研究成果
、

促进国际合作和培养人才

方面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

展望未来
,

我们将继续加强和扩大同法国
、

欧洲

以及其他国家的合作
,

重点是在太阳活动区物理和

日地空间物理领域开展国际先进水平的观测和研

究
,

包括联合利用
r

n 正M IS 等先进的太阳望远镜进

行地面观测
,

以获得一流 的观测资料 ;充分利用 5 0
-

H o 和其他卫星资料
,

进行深入的研究 ;特别要积极

推动空间天文方面的合作
,

例如联合研制空间天文

卫星和探测器等 ;大力促进研究人员
、

特别是年轻学

术骨干的互访
,

使其长期化
、

系统化
、

制度化
。

我们

深信
,

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地积极开展国际合作研究
,

充分利用国际上太阳物理的观测和研究条件
,

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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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有我国特色的观测设备
,

推动我国的原创性研

究
,

我国的太阳物理研究必能很快地走向国际前列
,

为天文学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

研报告
.

北京
:
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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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简介
·

传统民居生态建筑经验的科学化与再生

刘加平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
,

西安 71 00 55 )

〔关键词 〕 传统民居
,

生态建筑经验
,

再生

1 基本情况

199 6 年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以下简称

自然科学基金会 )工程与材料科学部接受国内建筑

学科的几位资深院士的建议
,

在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

项 目申请指南中发布了《绿色建筑体系与住区模式》

重点资助项 目
。

由周若祁教授和刘加平等人领导的

课题组
,

以《黄土高原绿色建筑体系与基本聚居单位

模式 》为题提出申请并于 同年 8 月通过答辩获准资

助
。

199 7 年 1月
,

刘加平
、

王竹两位教授在延安向

陕西省和延安市人民政府主要领导汇报了拟建立

《枣园
一

黄土高原绿色住区示范基地》的建议
,

获得陕

西省政府立项和经费支持
,

研究工作全面展开
。

同

年 2 月
,

刘加平教授作为交流教授赴日访问
,

邀请 日

方开展国际合作研究
,

并与 日本大学吉田烽教授签

署了合作研究协议书
。

同年 9 月
,

吉田煤教授作为

交流教授访问中国
,

期间进一步落实了双方共同研

究的具体事项
,

实地考察了枣园示范基地
,

回国后
,

组织了由数名教授参加的研究小组
。

合作研究 于

199 8 年进人实施阶段
,

日本大学方面 以该 内容为

题
,

申请并获得日本国文部省学术振兴会为期两年

的资助 ( 2 〕 I 〕万 日元 )
,

致使本合作研究正式成为中

日两国政府资助的国际合作研究项目
。

自 199 8 年 8 月至 2田 1 年 1月
,

日本大学理工学

部先后 5 次派出由关口克明教授为领队的调查团访

问中国
,

与刘加平领导的课题组组成联合调查组
,

对

传统窑居和新型窑居建筑的夏季和冬季环境性能进

行了现场客观测定 和主观问卷调查
。

同时
,

中方曾

5 次派出 10 名教授和研究生访问 日本大学理工学

部
,

就新型窑居的建筑设计方案以及新型环境与能

本文于 2以 )3年 2 月 17 日收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