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太 阳物理观侧研究跃居世界先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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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天文学联合会 ��  ! ∀ 第 # ∃# 次学术讨论 会

于去年 % 月在北京举行
&

笔者在参加会时了解到
,

近年

来我国在太阳物理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多成果
,

引起了

世界太阳物理学界的关注
&

我国学者艾国祥
、

汪景诱

在会上作了特邀报告
&

艾国祥报告题目是
“
太阳磁场

侧量的进展” ,

汪景诱报告题目是
“

磁场向量的分析”
&

他们的报告引起与会者的极大兴趣和热烈讨论
&

国外

许多 专家学者认为
,

中国在太阳活动 ∋∋ 周峰年期间的

黑子群和太阳耀斑爆发研究中
,

特别是近年在太阳磁

场和速度场的观测研究方面已跃居世界领先地位
&

由

艾国祥研究员及其同事们自力更生研制的太阳磁场望

远镜 �在北 京天文台怀柔观测站 ∀ 于 #% 盯 年全面投人

运转
,

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功能
&

六年来
,

他们作出了

一系列世界先进水平的观测和研究
&

如太阳耀斑前兆

红移
、

磁结构长期演化
、

色球磁场反变
、

纤维磁场
、

磁对

稍以及挤压无力场耀斑模型和数字模拟等等
, 日益引

起了国际同行的重视和高度评价
。

日本天文学家希望

中日合作在 ∋ ( (# 年联合发射一颗价值 ) 亿美元 的
“
阳

光 ∋ 号”太阳观侧卫星
&

现代科学家认识到
,

太阳表面充满高温等离子体
,

磁场和物质运动的相互作用 形成丰富多采的太阳活动

现象
,
如太阳黑子 中存在 ∗ 千高斯以上的强磁场

&

太

阳耀斑是黑子上空的剧烈爆炸
,

实质是太阳磁暴
&

一

个大的耀斑爆发
,

在 #一∋ 小时内
,

释放的磁能多达约

# (
’‘

焦耳
,

相当于全世界 +( 亿人每人可分摊到 一 个
, (( 万吨 , − , 当量的氢弹

&

这无疑会对行星际空间

和地球空间环境多生许多重要的效应
,

如涉及到肮天

飞行的安全
、

短波通讯的突然中断等等
&

卢鹤线 . ‘

,// 现代物理知识
》
能及时报道当今国 内

外物理学研究的重要成就概况
,

介绍国内外物理学界

的动态
,

是联系我国物理学界的纽带
&

”

千 敏 . “这是一本好的关于现代物理高级科普刊

物
&

科学性可读性一般都很好
&

对拓宽物理学工作者

知识面和培养年青一代都会起良好作用
&

”

廖山 涛 . ‘

,// 习叹弋物理知识》经常发表一些高 科 普

文章
,

读起来给人以享受
,

使人有
‘

与君一夕话
,

胜读十

年书
’

之感
&

”

钱临照 . “《
现代物理知识

》
是很好的高级科普的

杂志
,

‘

仑和中国物理学会主编的
《
物理

》
杂志可并列为

我国两大高级科普�物理类型∀的好书
& ”

我国科学家自力更生研制的太 阳磁场望远镜以及

最近新发明的二维实 时
一

光谱仪在太阳物理学的发展上

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
&

在太阳磁场结构和演化
、

太阳

活动现象的研究中
,

他们已取得了这样一些成果 . �
0

∀

发现了太阳耀斑爆发与色球多普勒前兆红移的空间对

应关系 1 �2 ∀ 发现了色球局部区域磁极性反转 现 象 1

�
。
∀ 系统观测了新浮现磁通量区

,

对消磁结构中横向

磁场的拓扑结构和演化特征
,

被国外同行认为是提供

了大量的新结果 1 �3 ∀ 提出了由相反极性磁挤压导致

太阳活动区磁剪切增长
,

自由能积累钓新的物理思想

和模型
&

上述这些重要的成果
,

使我囚天文学家在这

一激烈竞争的研究领域取得了发言权和主动权
&

自从我国的太阳磁场望远镜投入工作
,

并在近年

对国 内外学者开放以来
,

已经取得了数十万计的包括

向量磁图在内的观测资料
,
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

特

别是我国北京天文台怀柔站和美国加利福尼亚理工学

院大熊湖太阳天文台密切合作
,

首次实现了对太 阳活

动区
、

冕洞
、

宁静区每 日持续 ∋ ( 小时或 ∋ ( 小时以 卜的

连续观测�亦称为
“ 日不落”观测 ∀

&

这一合作已导致对

太阳 网络磁场和超米粒寿命估计的重 大修改
,

证实了

磁对消现象与太阳耀斑之间的紧密联系
&

笔者了解到
,

艾国祥等人发明的太阳多通道滤光

器和二维实时光谱仪是崭新的科学实验尝试
,

国外不

少科学家怀着极大兴趣
,

带着参观我国新的太阳磁场

望远镜的强烈愿望前来参加会议
,

我 4目的优质滤光器

已经向 日本
、

韩国和台湾等地区出口价值 #(( 万美元
,

不少国外天文台正在酝酿进一步的合作和订货
&

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 召先生在 5 !# ∃ # 次学 木会

议开幕式上指出
, “
现代科学研究迫叨需要国际合作

,

在太阳研究领域
,

我这里要提到北京天文台怀柔太阳

站和加州理工学院大熊湖天文台在 # % ) 6 年 进行的
‘

日

不落
,

联合观测
,

这些观测第一次给出了对太阳磁场演

化模样的清晰图像
&

中国科学院十分鼓励这类国际合

作
&
”
作为 5 ! # ∃# 次会议地方组织委员会主席的艾

国祥先生中肯地说
, “
太阳磁场和速度场的研究是揭示

太阳活动现象的本质
,

确定太阳大气结构的重要领域
,

可以形象一点地讲
,

太阳磁场是太阳物理学中的第一

物理量
&

因此
,

在天文学的众多领域中
,
这次是近三十

年来第三次选择太阳磁场作为国际天文学术会议的
一

7

题
,

足见天文学界对该领域的极大重视
&

当前再次召

开的会议
,

反映了近十年来该领域的突出的进 展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