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射电天文学的开创者和天体物

理学的奠基者
、

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

名誉台长
、

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王缓馆

先生
, � , �  年 � 月 �! 日正值七十华诞

∀

他从事天文学研究工作将近 朽 年
,
为我

国天文学研究事业和我国科学技术事业

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

王缓馆于 � � #  年 ∃ 月 �, 日生于福

建福州市
,

自幼聪颖好学
、

科学兴趣广

泛
∀

� �井 年毕业于%重庆&马尾海军学

校造船班
∀

� , ∋ , 年考取公费留学
,

赴英

国格林尼洽皇家海军学院进修造船
,

于
�� , ( 年完成毕业论文) 艘航空母舰的

设计
》

∀

王缓馆在进修造船学业的同时
,

自学和研究了不少天文学方面的 问 题
,

他的有关天文学的笔记和对天体物理学

的见解
,

获得当时伦敦大学天文台台长

格雷戈里教授的高度赏识
,

并于 � � ! ∗ 年

聘他到该天文台从事科研工作
∀

为了发

展祖国天文研究事业
,

王缓馆毅然放弃

了在国外的研究工作
,

于 � � !  年回到祖

国
,

被聘为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副

研究员
∀

在回国后的初期
,
他积极投人

该天文台的早期重建工作
∀

后调上海负

责徐家汇观象台%当时属紫金山天文台 &

的授时工作建设
∀

很好地完成了国家侧

绘等部门急需的提高时号精确度的紧迫

任务
,

同时还开展了天体测量学的基础

研究工作
∀

� � ! + 年末
,
王缓馆参与和组

织领导了中国科学院与前苏联科学院共

同组织的 “ �� ! , 年 ∋ 月海南岛 日环蚀联

合观测”工作
,

并负责现场观测活动的筹

备与指挥
。

以此为契机
,
王缓馆受命将

其天文学研究的方向转向了 射 电 天 文

学
∀

� � ! , 年
,

根据国家筹建中国科学院

北京天文台的需要
,

王缓馆被调入北京

天文台筹备处
,

协助已故台长程茂兰负

责建台工作并负责在沙河工作站创建射

职 − 并任
《

中国大百科全书
》
总编辑委员

会委员及天文卷主编
, 《
天体物理学报》

主编
, 《

科学
》

杂志名誉编委
, 哎

中国科学 》

及
《

科学通报
》
编委等职

∀

� � ,。 年 ��

月
,

王缓馆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

数学物理学部常务委员
、

学部副 主 任
∀

� , + , 年以来
,

王缓馆连续当选为全国人

大第五
、

六
、

七届代表
∀

四十多年来
,
王缓馆在天文学的设

备研制
、

实际观测和理论研究诸方面都

取得了多项重要成果
∀

� �” 年以来 , 王缓馆主要致力于我

国天文学的学科基础建设
,

致力于新中

国天休物理学观测研究的奠基工作
,

取

得了显著成效
∀

他曾参加紫金山天文台

的早期恢复工作及天体物理学科的组建

工作 − 全力参加了张钮哲台长领导的修

复 .∗ 厘米反射望远镜和 # ∗ 厘米折射望

远镜的工作 − 利用旧设备开展了照相测

光
,

在 #∗ 厘米望远镜上建立起恒星测光

光度标准 − 设计佘山观象台双筒望远镜

的辅助系统
,

使之适于照相测光 −着手整

理研究佘山观象台旧存的天文底片
,

检

查它们作为光度学研究的 价值
∀

�� , ,

年
,

根据我国测绘
、

航海
、

航空等应用部

门的急需
,

紫金山天文合接受了提高我

国授时精确度的紧急任务
,

并由王缓馆

与龚惠人负责共同主持
∀

他 们 与 罗 定

江
、

叶叔华等一道
,

从测时
、

守时的技术

革新着手
,

进行了最低限度的仪器更新

和必要的技术改造
,

同时掌握了当时在

我国还是全新的技术
∀

经过一年多的辛

勤工作
,

于 � � , + 年初很好地完成了中国

科学院下达的将我国时号精确度提高到
∗

∀

∗� 秒的科研任务
,
满足了当时国防和

国民经济建设的要求
,

通过了由吴有训

副院长主持的鉴定
∀

同时发表了
叹

两色

电天文观测研究组
,

作了大量创业和组织领导方面的

工作
∀

� , “ 年以来
,

负责研制出了米波 �. 面天线射

电千涉仪
、

分米波复合射电干涉仪
、

米波综合孔径射电

望远镜系统等重要射电夭文观测设备
,

为我国射电天

文学观测研究走向世界创造了条件
,

为我国天体物理

学观测研究的较快发展奠定了基础
∀ /

王缓馆在北京天文台历任研究员及射电天文研究

室主任
、

副台长
、

台长
、

名誉台长
,

并兼任北京师范大学

教授
、

陕西天文台研究员
、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教授 − 同

时历任中国天文学会副理事长
、

理事长
、

名誉理事长等

恒星照相光度学一物端光栅在空间红外等问题上的应

用
》

%� , ! ! &
、 《试从大地侧量的应用上评价徐家汇观象

台的时号
》
%� , , + & 等研究论文

∀

在进行这项“时间服

务”紧迫任务过程中
,
王缓馆非常重视其科学基础的充

实
,

着重作为“时间服务”理论基础的天体测最学%首先

是
“
时间”和“纬度”&的基础建设 0 引进和发展了在当

时属于先进的测时
、

测纬技术
,

开展了测时
、

测纬以及

地球自转和纬度变化的研究
,

带动和培养了一支天体

测量的骨干力量
∀

为徐家汇观象台接受中国国际地球

物理年委员会参加 � � ! ‘ 年国际时间纬度联测的任务



创造了条件
∀

上述一系列任务的完成
,

开拓并有力地

推动了我国天体测量学的发展
,

为我国授时以及天体

侧量学观测研究跻身国际先进行列奠定了基础
∀

王缓馆最突出的贡献是开创了我国的射电天文学

观测研究领域
,

并对它作了卓有成效的推进
∀

� � , , 年
,

王缓馆开始参加北京天文台的筹建
,

并于同年在海南

岛日环蚀的中苏联合观测中引进了前苏联的射电天文

技术
∀

� � , � 年初他在北京主持创办了全国性的射电

天文训练班
,

培养了我国第一批射电天文学观测研究

队伍
∀

这一时期
,

王缓馆负责首次制成我国的射电望

远镜并用其开展太阳射 电观测研究
∀

接着
,

根据当时

国内外情况的分析
,

他制定了在北京创建射电夭文科

学研究的方案 − 从米波太阳干涉系统的建立
、

研究太

阳米波射电及相应的技术方法着手
,

避免巨大投资
,

着

重学科和技术选题的结合以获得先进性
。

为此
,

他规

划 了分阶段发展为技术步骤和射电天文研究目标
,

先

后完成了多项大难度的科学技术工作 0 从 � �多� 年开

始
,

他的研究小组奔波于京晋冀的山川之间
,

花了整整

五年时间
,

完成了密云射电观测站的选址
,

建立起射电

天文观测基地 − 在艰难的条件下
, � � . + 年开始陆续在

密云观测站创建了 �∋ ‘兆赫太阳 �. 面天线阵
,

并用以

开展太阳噪暴等观测研究 −将 �. 面天线阵发展为 ∋ .∗

兆赫
‘

,∋ 1 � .’, 复合天线阵
,

并用以开展太阳分米波爆

发研究
,

从技术上为米波工作及干涉仪工作积累了经

验 %此项成果曾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 将

原天线阵扩充为 #  # 兆赫
“
珍 1 �.’, 米波综合孔径射

电望远镜天线阵
,

使工作效能从只开展太阳射电测量

扩大到对非常暗弱的宇宙射电的探测 %此项成果曾获

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及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

奖&
∀

同时发表了
《

大型射电望远镜的设计原则及一种

新方案的建议》 %� �‘∋ &
、 《

人造卫星地面接收设备一比

相干涉仪总体方案报告
》
%� �‘!&

、 《

密云米波综合孔径

射电望远镜总体方案》%∃ , +  ,

内部&等多篇研究报告和

峭寸电天文方法》等专
、

译著多种
∀

王缓馆主持设计的密

云射电天线阵尚在进一步发展
,

其 中 包 括 #  # 兆 赫

一  # +兆赫双频综合孔径
,
以及 “�# 1 �. 连结相位阵,’,

均在按照原定步骤进行之中
∀

在当前射电天文的进展

要求米波段探测能力相应提高的情况下
,

密云观侧站

的射电天文系统发挥了先行一步的优势
,

与之相媲美

的同类米波射电设备目前仅有英国剑桥一家
∀

王缓馆

主持完成的密云米波射电天文系统的学科目标和设计

思想及其发展步骤
,

接受了实践的考验
,
证明是十分成

功的
∀

它的成功
,

使我国米波射电天文观测研究工作

现已足以立足于国际合作和竞争之列
∀

王缓馆是一位著名的天文学家
,

同时又是一位卓

有才干的科学组织管理家
∀

根据客观需要
,

他把大部

分时间和精力用在天文学科组织与管理方面
,

在新中

国成立后几十年的全国天文事业发展中起着核心骨干

作用
∀

� � + + 年他开始担任国家科委天文学科组副组

长
,

协助张钮哲筹划我国天文学的发展
,

同时担任了北

京天文台的行政领导职务 − ∃ , ,。 年 �� 月担任中国科

学院数理学部副主任
,

分管天文业务
。

多年来
,

在大 文

学科规划及其管理和决策
、

项目设置
、

国际交流以及近

些年来关于学科效益的探讨等方面
,

皆能及时准确地

作出判断
、

提出解决方案
,

反应出王缓馆管理科学
、

科

学学以及自然辩证法的深厚功底
∀

作为新中国天文学

的第二代主要领导者
,

他在组织
、

研究
、

制定并执行我

国天文学的多项学科发展规划方面发挥了 主 导 的 作

用
,

同时
,

王缓馆把建立
“
全国一盘棋”的天文研究布

局当作头等大事
,

他以身作则
,

与全国天文学家一道
,

努力淡化不同单位
、

不同学科等传统观念
,

坚持共商共

赴天文大事
∀

他提出三大分支
,
即以天体物理

、

天体测

量及天体力学
、

太阳物理的发展为纲领
,

统筹全川布

局
∀

他认为一个国家的科学水平首先取决于人才
,

必

须坚持设备服从于科研队伍和人才的需要
∀

他主张合

理使用有限资金
,

有计划地
“
积攒”有限的经费以发展

较大和较先进的设备
∀

他提倡通过学术竞争
,

利用国

际上的大型设备
∀

他重视组织“学术中心” ,

发挥 甲青

年科学家的才能
,
进行根本性的基本建设

∀

他在制定

和执行我国天文学发展规划及计划的过程中
,

始终坚

持着这些科学 恩想
∀

同时发表了 欢论基础科学研究的

社会功能
》

%� � , , &
、 《

振兴我国天文事业的若干政策与

管理间题
》

%∃ , , +& 等多篇研究论文
∀

王缓馆担任数理

学部常务委员和学部副主任已达十二年之久
,

为学部

科学活动的开展和学部的发展作了大量工作
,

发挥了

重要作用
∀

王缓馆非常重视天文普及
,
即使在工作最

繁忙的时侯
,

每年也要用一定的时间进行科普活动和

写作
∀

+∗ 年代后期以来
,

在领导和管理全国天文工作

的同时
,

王缓馆还主持
、

指导了大量的研究课题
∀

这些

课题
,
一部分由中青年骨干进行研究

,

一部分作为博士

研究生课题进行研究
,

并取得多项重要成果 %其中
“
太

阳微波毫秒级爆发的探测及研究” 的研究生论文曾获

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

目前
,

王缓馆先生正

在主持
、

指导开展
“

太阳微波爆发检波后干涉系统” 、

密

云天线阵的
“
连结相位阵”%复合干涉仪&模式的总体方

案及其应用
、

米波射电源表的编制和变源探测及研究
、

密云天线阵系统在脉冲星探测及行星际闪烁探测与研

究中的应用
,

以及密云天线阵用作米波甚长基线干涉

仪的方案设计等多个重要项 目的研究设计
,

为我国天

文学研究事业和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不断作出重

要贡献
∀

本文参考了刘承华
、

蔡贤德同志撰写的有关文章
∀

谨此致谢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