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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今世界科技正处在一次新的革命性变革的前夜。
人类迫切需要创新发展模式和发展途径，创新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开发新的资源。
这样的需求和矛盾，强烈呼唤着新的科学技术革命。
而全球金融危机所带来的世界经济、产业格局的大变化，很可能会加快新科技革命的到来。
学科创立、成长和发展，是科学技术创新发展的基础，是科学知识体系化的象征，是创新型国家建设
的重要方面。
深入开展学科研究，总结学科发展规律，明晰学科发展方向，对促进学科的交叉融合并衍生新兴学科
，继而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加速科技革命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科协自2006年开始启动学科发展研究及发布活动，连续完成了每个年度的学科发展研究系列报告
编辑出版及发布工作。
2009年，中国科协组织中国气象学会等27个全国学会分别对大气科学、古生物学、微生物学、生态学
、岩石力学与岩石工程、系统科学与系统工程、青藏高原研究、晶体学、动力与电气工程、工程热物
理、标准化科学技术、测绘科学与技术、烟草科学与技术、仿真科学与技术、颗粒学、惯性技术、风
景园林、畜牧兽医科学、作物学、茶学、体育科学、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科学技术史、土地科学、
智能科学与技术、密码学等26个学科的发展研究，最终完成学科发展研究系列报告和《学科发展报告
综合卷（2009-2010）》。
学科发展研究系列报告（2009-2010）共27卷，约800万字，回顾总结了所涉及学科近年来所取得的科研
成果和技术突破，反映了相关学科的产业发展、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等，集中了相关学科领域专家学
者的智慧，内容深入浅出，有较高的学术水准和前瞻性，有助于科技工作者、有关决策部门和社会公
众了解、把握相关学科发展动态和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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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科学技术史是进入20世纪后才逐渐形成的一个年轻学科。
其内容是描述和解释科学技术的产生、发展和系统化进程。
以及研究它们与政治、军事、经济、工业、文化、宗教、哲学等各个社会领域之间的互动关系。
21世纪以来，科学技术在全世界范围内加速发展，愈发成为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
科学技术史的研究也在这个时代被赋予了更加重要的意义。
全面理解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发生和成长的过程，揭示科学技术与社会间的互动关系，成为当代科
学技术史学科最重要的使命。
    我国的科学技术史研究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面展开的。
早期的研究主要以搜集、整理、研究和总结我国古代丰富的科技遗产为主。
随着改革开放，西方科学技术史理论和研究方法被越来越多地介绍到国内，使我国的科学技术史研究
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研究的领域更加全面，研究方法和研究理念逐渐与国际接轨。
特别是近十年来．科学技术史学科在我国进入再建制化阶段，多所大学建立了与科学技术史相关的院
系或研究中心，科学技术史在大学通识教育中所发挥的作用日益增大。
科学技术史研究生教学进一步走向正规化，科学技术史研究取得丰硕成果。
与此同时，在国际科学技术史研究领域，中国的影响力不断增强，中国学者在这一研究领域取得的成
就越来越多地得到国外同行的认可。
近年来，中国先后承办了众多国际顶级的科学技术史学术会议，并有多位中国学者在各大国际性科学
技术史学术团体中出任重要职务，其中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前任理事长刘钝研究员于2009年当选为国
际科学技术史学会主席，成为担任这一职务的首位中国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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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天文学史研究进展本专题主要对天文学史研究者们近几年来在中国古代历法、天文名词考释和文献校
勘、天文仪器和测量、宇宙学和天文学思想、天文学交流与比较、考古天文学、天文学的社会功能、
天文学史人物、天文学史学科发展和建制化九个方面所挖掘的新史料、所使用的新方法和所取得的新
成果进行综述和评价，以展示中国天文学史领域当前研究的新进展。
一、古代历法研究历法史研究是中国天文学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样一个传统研究领域中，由
于新方法、新视角的引入，仍旧有许多工作要做。
其中的一条研究进路就是利用现代天体力学公式或星历表，结合计算机编程的方法，对历史上天体位
置进行回推，进而对古代历法的推步精度进行验算。
例如，唐泉和曲安京通过全面考察《纪元历》行用期间外行星计算精度，指出《纪元历》木星和土星
计算误差达到了历法家制定的精度要求，而火星的计算误差则没有完全达到历法家制定的精度要求Ⅲ
。
滕艳辉和王鹏云则从中国古代定朔算法模型人手，按照《纪元历》定朔推步过程编写了计算机程序，
计算出《纪元历》等8部历法颁行期间的每次定朔时刻，将这些结果与理论值相比较，得出各部历法
推算定朔的精度，在此基础上对各历的优劣作了评价。
张健用元明《授时一大统历》"步五星术"和现代天文计算方法分别计算了大明嘉靖十年（1531）五星
的每日夜半位置，对用两种计算方法得到的五星会合周期、逆行段和合冲（或上下合）角速度进行了
比较，通过行星平运动和实运动的比较，分析了《授时大统历》的步五星精度，得出《授时一大统历
》步五星实位置与现代天文计算相比精度不高的结论，并进一步探讨了《授时一大统历》步五星误差
产生的原因。
马莉萍的《中国古代日食的宿度记录》也属于利用现代计算结果对古代资料进行考证的工作。
文章统计和分析了中国古代日食的宿度记录，发现有宿度的正史日食记录主要集中在两汉、唐朝、宋
朝和清朝，并断定这些宿度记录是事先或事后通过计算得到的。
用现代数学语言去解释和重新构造古代历法中某些算法，一直是今天我们理解古代历法的重要手段，
也是古代历法研究中的重点和难点。
曲安京和唐泉的《中国古代的月食时差算法》一文对中国古代历法中的月食时差算法进行了研究，指
出中国古代历法中的月食时差算法是为了修正定望和食甚时刻之间的时间差而设计的。
通过构造月食时差算法的理论模型，证实月食时差算法是必要的，该算法与月亮视差无关，由此反驳
了朱载培等人批评《授时历》等历法"妄立时差"的说法。
两位作者在《中国古代日食食限与食分算法》一文中还对中国古代日食食限与食分的算法构造进行了
讨论，认为中国古代历法家"在食差基础上建立的日食食限与食分算法模型是简明合理的，天文意义非
常明确，数学模型也很漂亮，为精密的日、月食计算，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僧一行的《大衍历》一直是历法史研究中的重点，《大衍历》的日躔表前人也多有研究。
武家璧的《（大衍历）日躔表的数学结构及其内插法》一文再次在这个问题上向前推进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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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09-2010科学技术史学科发展报告》是中国科协学科发展研究系列报告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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