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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天文学的研究对象是天体，其学科内容是研究各种天体（包括宇宙）的位置变化、运动规律、化学组
成、内部结构、起源演化等，以及其在其他学科和人们生产生活中的应用。
而精确测定天体在空间的位置和变化，并探索其运动规律是最基本的，也是应用最广泛的研究领域。
这也是天体测量学和天体力学的主要内容。
研究天体在空间的位置变化和运动规律，必须在一定的参考系框架（包括确切的坐标原点、坐标架指
向和时间系统）内进行。
根据不同的对象和具体情况，又必须建立各种不同的参考系。
因此，天球参考系的变换理论和应用，就成为这个研究领域的核心课题之一。
随着天文观测技术的飞跃发展，特别是空间天体测量技术的成功实现，天体定位精度在20世纪80年代
已达到毫秒级水平。
而在不久（计划于2012年）即将发射的卫星GAIA，预计定位精度达微秒级。
这对天球参考系的变换理论和应用提出更高的要求。
当前这方面国际上公认机构是国际地球自转服务（IERS）所公布的IERS规范2003，至今仍为天球参考
系变换理论和实际计算的最新范本。
虽然在2005年、2007年作了一些补充，但理论系统和框架没有改变。
有关天球参考系及其变换理论和计算方法领域的研究论文非常多，国际天文学联合会（IAu）还建立
了专门的工作组。
但系统并详细讲述这方面内容的专门著作，在国内外都未看到。
李广宇教授所著的这本《天球参考系变换及其应用》，正是这方面的专著，填补了空白。
李广宇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数理力学系，后考入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做研究生，获硕士学位，在
数学、力学、天文学和电脑软件等学科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他的导师是我国天体测量学和天体力学主要开创者之一的张钰哲先生及其大弟子张家祥教授。
近十余年他在紫金山天文台从事研究工作，先后担任研究员、博士导师和太阳系创新团组首席科学家
。
所做的研究课题同参考系都有密切关系，如太阳系动力学、行星和月球精密历表计算、航天器轨道设
计和优化、古代天象计算等；并先后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研究论文40余篇。
因此，他写作该书，不仅理论上有深入的钻研，而且还有多年应用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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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天球参考系的变换理论和应用，是天文学研究领域的核心课题之一。
随着天文观测技术，特别是空间天体测量技术的飞速发展，天体定位精度在20世纪80年代已达到毫角
秒级水平。
计划于2012年发射的GAIA卫星，预计进一步提高定位精度到微角秒级。
这对天球参考系的变换理论和应用提出了新的要求。
本书是为适应这一发展而写的专著。
    第1～4章先讲述有关天文参考系的预备知识。
第5～8章为核心内容，阐明IERS 2003规范参考系变换的基本理论和算法。
第9～11章讨论天文实用问题，如节气、月相、日月食、公历和农历换算等。
各项论题不仅阐明原理，导出公式，还给出具体算法、程序和算例，实用性很强。
写作深入浅出，有高中数理基础就能阅读。
本书全部源程序和数据文件可到科学出版社网站：http：//www.sciencep.com上免费下载。
    本书可供天文学、航天科学、航海导航、大地测量等学科及其他相关领域的科研和教学工作者；相
关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天文爱好者、程序设计爱好者及其他有兴趣人士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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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应张培瑜研究员邀请参加夏商周断代工程研究，在2002年前后研究了计算公元前3000年至公
元3000年计6000年期间的儒略日、节气、月相和日月食的算法，开发了软件，于2007年出版了《夏商
周时期的天象和月相》（世界图书出版公司,isbn978-7-5062-6628-4）。
2003年，又完成了精度与de405相当的pmoe2003高精度行星月球历表。
2005年为研究生讲授了c.a.murray的《矢量天体测量学》课程，结合以上两项成果作为练习，效果颇好
。
2007年又应五院要求，研究和开发了国际地球自转服务（iers2003）的时空基准和转换程序。
于是将最新时空转换的理论和方法结合进原来的教材，形成本书初稿，除自用外先后提供给五院和南
京大学天文系刘林教授的研究生使用。
为保证学术上的正确和先进，作者于2008年请南京大学易照华教授和上海天文台金文敬研究员审阅了
第1－8章书稿。
根据他们的意见进行了改写，补充了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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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天球参考系变换及其应用》可供天文学、航天科学、航海导航、大地测量等学科及其他相关领域的
科研和教学工作者；相关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天文爱好者、程序设计爱好者及
其他有兴趣人士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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