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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历史上天文学是现代自然科学的源头，日心说和膨胀宇宙模型的确立彻底改变了人类的世界观。
近代人类不断建造的新的天文仪器使人类能够在全电磁波波段并利用中微子和宇宙线全面观测宇宙。
现代天文学不断做出的重大发现进一步加深了人类对于宇宙的理解，大大拓展了人类的视野，提出了
大量的重大科学问题，持续不断地挑战现有的科学理论并引导产生新的科学理论。
天文学的成就是自然科学、人类文化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天文学对于科学普及、青少年教育、以及弘扬科学具有重要作用。
先进的天文观测手段、天文仪器发展带来的技术进步、以及天文学的研究成果，对于经济建设、国家
安全和社会进步都有重要的作用。
时间和频率测量、导航、空间探索、空间天气预报、无线电通讯等在不同程度受益于天文学的研究和
发展。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快速发展，我国天文学也在最近20年左右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一个学科方向
基本齐全并具有一定国际竞争力的队伍正在快速形成，做出了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工作，并为满
足国家战略需求作出了重要贡献。
随着我国重大科学工程“大天区多目标光谱望远镜”（LAMOST）在2008年完成建造并开始科学运行
，为落实《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而在“十一五”期间开始建造其他地面和空间的重
大天文设施，我国天文学家将一举摆脱没有国际一流大型天文观测设备的落后状况，实现历史性的转
折和突破。
在这种形势下天文界迫切需要对当今学科发展现状与趋势作出正确的判断，全面调研我国天文学科的
发展态势，为迎接中国天文学的历史性转折准备接受新的挑战，在基础科学和满足国家重大需求两方
面作出重大贡献，重现中国天文学的辉煌。
中国天文学会受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的委托，对国内外现代天文学的主要进展和未来发展趋势进行了全
面的总结和研究，提出了未来几年甚至中长期的发展目标、发展方向、发展策略、具体实施建议和项
目，形成了这份学科发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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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前言综合报告天文学学科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一、引言二、国际天文学科的发展趋势三、天文学科
的国内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四、天文学科未来发展目标和具体措施五、未来展望和建议专题报告太阳
物理学学科进展与趋势行星科学的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天体力学与人造卫星动力学研究现状与趋势天
体测量学研究现状与趋势恒星及其相关研究现状与趋势星系与宇宙学研究现状与趋势射电天文学研究
现状与趋势地面光学／红外天文仪器与技术研究现状与趋势空间天文研究领域的战略与建议时间与频
率研究领域的现状趋势与发展建议天文学史研究回顾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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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综合报告　　三、天文学科的国内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　　（一）太阳与日球研究领域　　经过
几十年的发展，我国已形成了一支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力的太阳物理研究队伍，已建成了包括一系列
总体性能优良的观测设备，其中部分设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从规模和水平看，我国太阳物理研究在发展中国家中居于首位，在部分研究领域保持了国际先进水平
。
　　我国在太阳表面磁学，包括太阳活动区向量磁场演化和太阳弱磁场研究，太阳活动大　　气的光
谱诊断、基于非局部热动平衡理论计算的半经验大气模型、耀斑动力学过程、太阳活动中的高能辐射
、太阳大气中的微观等离子体机制、太阳风理论和模型、太阳磁场的理论外推、太阳活动磁流体理论
与数值模拟、太阳活动中长期变化等方向开展了一系列原创性研究，在国际学术界已占有一席之地。
　　承担了一系列的国家重大观测和保障任务，在“神舟”系列飞船和“嫦娥一号”绕月卫星等的发
射和飞行过程中，这些仪器提供的航天工程的空间环境保障服务，在太阳活动预报、警报方面发挥了
重要作用。
　　（二）太阳系行星探测研究领域　　近年来，我国科研人员已在行星科学的诸多领域开展了不同
程度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一系列的进展，有些工作甚至还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在小行星观测和研究，特别是寻找近地小行星和小天体的长期轨道演化研究，取得了突出的成绩
。
　　我国科学家在原始碳质球粒陨石中首次发现了短寿期放射性核素36C1（半衰期为30万年）的证据
；对原始碳质球粒陨石的难熔包体和不透明矿物集合体的研究工作，找到了新的稳定同位素证据；发
现了多种高压矿物相；率先在国际上开展铁和过渡族元素稳定同位素的研究工作，发现了灶神星原始
化学成分的不均匀性；提出了铁陨石形成的新机制；中国南极科学考察队最近在南极地区收集到了大
量的陨石样品，使我国的陨石资源拥有量位居世界第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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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天文学学科发展报告（2007-2008）》是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的正确领导下，调动了天文界诸多
专家和学者，涉及了国内几乎所有天文学研究单位、直接参加撰稿或者提供材料的80位天文学家，集
思广益后最终完成的，报告包括综合报告和专题报告两部分，介绍了天文学学科的最新进展和发展趋
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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