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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 巴 谷 卫 星 和 哈勃 空 间望 远镜

的 天 体 测 量 观 测 结 果

王 叔 和 须 同棋 金 文 敬

�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 上海

陆 佩 珍
�������

摘 要

综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

���依巴谷卫星 �� 个月观测资料 �占总观测量的 ����的

初步处理结果 � ���空间望远镜精密导星传感器 ����� 的性能测试 � ���依巴谷卫星和空间

望远镜近期在观测和仪器改进上的进展 � ���我们开展空间天体测量工作的概况
。

关 键 词 天体测量 一 技术
�

测光 一 望远镜

� 前 言

依 巴谷天体测量卫星 �����������和哈勃空间望远镜 �����是两颗涉及天文学各个研究

领域的天文卫星
。

依巴谷卫星的全称是高精度视差收集卫星
，

亦是一颗专门的天体测量卫星
。

���� 年 �月 � 日由欧洲空间局用阿丽亚娜火箭送入太空
。

由于在远地点点火未成功
，

卫星未

进入圆形轨道
。

依 巴谷卫星星载望远镜及卫星轨道的一些参数参见文献 【��
，

���
。

依 巴谷卫星

到 ����年 �月初因星载计算机失控而停止工作
，

共运行近 �年
。

表 � ��� 的光学性能

口 径 ����

波长范围 ����人一���

焦比 �无 ������� ����

比例尺 �轴向
，

无 ������� �，，�����
���� �星像 �������的半功率宽度 ������ �，‘

�

���

���� �在 。“
�

�半径 �������范围内的光能� ��� 一 ���

��� 像 �������的 ���� �，‘
�

���

��� 在 。“
�

�半径 �拐��人�范围内的光能� ���

以著名天文学家哈勃命名的空间望远镜 �����大部分时间从事天体物理观测
，

其部分仪

器
，

例如精密导星传感器 ����� 和宽视场行星照相机 ������ 也可进行天体测量工作
。

空间

����年 ��月 �� 日收到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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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远镜于 ���� 年 �月 �� 日由发现者号航天飞机送入轨道
。

发射后不久
，

发现望远镜主镜存

在球面像差
， ����年 �� 月取下原来安装的高速光度计 �����

，

代之以轴向补偿光学改正镜

��������
。

同时用新的宽视场行星照相机 ����� ��代替分辨率不高的 ���� �
。

因此

现在的 ��� 共有 �个仪器
，

即 ���� ��
，

暗源照相机 �����
，

暗源光度计 �����
，

哥达高分

辨率光谱仪 ������和 ���
。

表 �给出� ��� 的光学性能情况 ���
。

在本文中将对依 巴谷卫星和 ��� 中的 ���的天体测量情况作“介绍
，

同时简要叙述我

们利用空间天体测量资料所做的准备工作情况
。

� 依 巴谷天体测量卫星的观测结果

��� 资料处理组织

依巴谷卫星的观测资料由以下三个分析中心进行处理
�

空间技术基本天体测量组 �����
，

简称南方组�
，

主席 �
�

���������� �北方资料分析组 �����
，

简称北方组�
，

主席 �
�

�����盯�� �

第谷资料分析组 �����
，

简称第谷组�
，

主席 �
�

�功�
。

南方组和北方组处理由析像管观测的资料
，

其中南方组采用黄道坐标系统
，

北方组则采

用赤道坐标系统进行处理
，

并相互校对结果
，

最后形成一部有 �����颗恒星的天体测量星

表— 依 巴谷星表
。

第谷组则处理由辨星器 ����� �������通过 ������� � 和 � 两色光度计观测的资料
，

星

等限于 �二�� ��� 以内
，

其特点是给出每颗星在观测历元上的两色光度校正值
，

最后形成约

一百万颗星的第谷星表
，

其精度 比依 巴谷星表低
，

但比地面观测要高
。

��� 依巴谷观测结果

表 � 依巴谷卫星观测的初步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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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依 巴谷卫星观测的早期情况
，

我们曾作过介绍 陈��
。

由于第二次点火失败
，

使观测

时间损失 ���
，

从 ����年 ��月 �� 日到 ����年 �月 �� 日
，

除去部分空隙没有观测
，

实际

等效观测时间为 �� 个月
，

这里所述的是 �� 个月的初步处理结果
。

由南方组和北方组对 �� 个月观测资料处理得到的结果为 ��� � 在历元 ����
�

�� 时的恒星位

置均方差 �
�

����
，

视差均方差 �
�

����
，

自行均方差 �
�

����
·

��一 � 。

表 �列出由这两个处理小

组得到的 �� 个月
，

�� 个月和 �� 个月解的平均均方差
，

以及两组解算结果差值的均方差
。

图 � 为南方组和北方组 �� 个月 的视差解的分布
，

以及两组解平均的分布
。

图 � 中的

负值是由于测量误差产生的
，

表明这些星很远
，

视差很小
。

图 �也表明
，

两组解很 近
，

没有系统差
。

与地面观测相 比
，

精度要好 ���一���
，

另外对远距星和远距疏散星团的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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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 巴谷卫星和哈勃空间望远镜的天体测量观测结果 ���

差测定作了相互校验
，

其视差偏离不超

过 �“
�

����
。

������等人 ��� 用依巴谷前期�� 个

月观测资料
，

由最大似然原理对远距恒

星的视差的整体零点误差和外部精度

作了估计
�

前者小于 ������
，

后者

会超过外部精度估计值的 ��
。

��������等人 ��� 根据南方组对

�� 个月观测的处理
，

认为依巴谷卫星望

远镜是稳定的
，

其仪器参数的测定精度

达 �“
�

����
。

图 �为南方组对 �一���眼

星以黄纬为函数的 �个天体测量参数

的精度情况
，

图 �表明只有在低黄纬 图 �

南方组 一

地方组
�

平均
�

一

﹄�����﹃��︸尤刃几��合�

撼
回 令
。

�����

�砚扣�

� ��

视差 ����

�� ��

南方组和北方组由�� 个月观测解得的视差分布 ���

�������

��� ��� �� � �� �

� �� ��� ��� 。 �

入 、、、、
城城川 一又

�� ��

一，二二二立二二���
、、嘴二二二，一尸臼�一一

��� ��� ��� ��� ��� ���

图 � 南方组对 �一����� 星以黄纬为函数的 �个天体
测量参数的精度 ���

��� 星表中的 ��� ��� 颗星包含在依巴谷星表中
，

时
，

由于受卫星扫描规律的影响
，

黄经

自行 拼� 有较大的误差
。

��������� 等人 ��� 用依 巴谷前期 ��

个月的观测结果 �亦即 ����与 ���
、

��� 等星表作了比较
。

图 �是 ���减
��� 的个别位置差 △。���石

，

△百分别与

赤经
、

赤纬的对应关系
。

��� 与 ���

之间有 ���� 颗共同星
，

它们的位置历

元都统一化算到 ����
�

�� 年
。

图中 ����

个点的均方差在赤经和赤纬方向上分别

是 ����� 和 ������
。

���一���的 自

行差值的弥散度在赤经和赤纬方向上则

为 �
�

����
·

��一� 和 �
�

����
·

��一� 。

另外
，

这些星的位置差 ����一���� 的均方差值

在赤经 �△。��
�
句 和赤纬 �△句方向分别是 ������ 和 ������

。

观测结果显示 ���
，

可以对星等差小于 �一 ������
、

两子星角距大于 ���
�

�� 的双星系统进行

测定
。

图 ���� 是以星等差 △。 为函数的双星观测精度
，

图 ��的为依 巴谷卫星观测与地面斑点

干涉仪观测结果的比较
。

在最好的观测条件下
，

可以求得双星角距的精度为 ���
�

��� 一���
�

���
，

星等测定精度为 �����一��������
。

现 己检测到约 ���� 对新双星
，

其中已处理约 ���� 对
，

图 �为由南方组对 �� ��� 对双星的视差
，

自行分量计算的均方差分布图
。

结果表明双星测定

精度要稍低于单星的测定精度
。

利用对约 �万颗星的光度观测作检验
，

分析调制光后得到依 巴谷卫星的光度结果
，

对亮

星其精度为 ��������
，

对 ���� 星为 �
�

������
，

而对 ����� 星则为 �������
。

通过对非变星

的累积观测
，

可使其光度测定精度达毫星等量级 �图 ��
。

同样通过累积观测
，

可以用 ��������

的精度来研究造父变星的光变曲线 �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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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以星等差 △。 为函数的双星观测精度 ���

��� 依巴谷观测与地面斑点干涉仪观测双星结果比较 ���

��� 第谷星表的观测

第谷星表的观测纲要取 自��� 的导星星表和依 巴谷卫星输入星表
。

由辨星器 �� 个月的

全球观测结果 ����
，

对 �二������� 星在位置
、

视差和年 自行上的精度约为 �����
。

将第谷星

表和初步依 巴谷卫星星表比较
，

位置和 自行的外部系统差小于 �
�

����
，

这个系统差要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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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 巴谷卫星和哈勃空间望远镜的天体测量观测结果 ���

小 ��� 倍
，

而位置测定精度的修正几乎等于过去 ��� 年地面观测所取得的结果
。

现在利用天

图星表 ���� 和第谷星表观测结果相结合
，

修订第谷星表的 自行
，

预期精度为 ����
·

��一 � 。

表

�列出了现在地面观测星数多
、

精度较好的 ��� 星表
，

依 巴谷卫星和第谷星表在各历元上的

预期精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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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洲次数 份略日

图 � 对非变星的累积观测
，

得到光度测 图 � 由累积观测
，

得到光度测量精度为 �

定精度达毫星等级 ��� 毫米星等的造父变星的光变曲线 ���

表 � ���
，

���������， ����� 星表精度的比较

星 表 星 数 位 置 历 元 自 行

����������������������北�
����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月

��朋
�

��触

�������，

一 �

一�

一 �

一 �牛

������一�，���

�����
，工

� 对 �二��
�

�����对 �������� 则约为 �����
丰由 �� 星表和第谷星表相结合的结果

通过对 ���� 颗 ���星 �� 个月的观测
，

得到第谷星表相对 ���的平均方向和角速度具

有形式精度分别为 ���� 和 ������
·

��一 �����
，

而相对 ���平均残差在位置上为 �����
，

自行上

为 ����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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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的 ���观测情况

�
�

� ��� 的一般情况

���在 ��� 上主要担任卫星飞行姿态控制和导星
，

同时也可进行天体测量工作
。

���

共分三块
，

其中两块用于飞行姿态控制和导星
，

余下一块用以进行天体测量和光度测定
，

这

包括
�

���测定源 目标的相对位置
，

星等范围在 。
，

’

� �一 �����
，

精度约 ����
，

通过在几个历

元上的观测
，

可测定其 自行和视差 � ���双星观测
，

可对主星暗到 �����
，

两星分开角距为

����
，

星等差 ���� 的双星系统进行测定 � ���恒星角距测定
。

自��� 发射后
，

首先发现其主镜存在球面像差 ����
，

接着发现每个 ���内部排列有问

题 ����
，

后又发现第二反射镜位置安排不理想
，

使得 ����不能做天体测量而只能导星 ��’】
。

因此 ���一直是在检测其性能和做天体测量工作能力的测试
，

用 ��� 已做的一些天体测量

和测光工作
，

主要也是为此 目的而进行的
。

利用 ������中一些标准星
，

得到 ����对 。
， � ���铭 星 ��������������

，

��
�

���鳃�的

位置测定精度为 ��’
�

�����’�
，

在 ���� 的中心区
，

可对 ������� 的双星进行测定
。

通过 �� 小时

检测
，

���� 用位置模式 ��������� �����观测的稳定性
，

其在尺度和方向上没有大于 �� ��一”

的变化
。

而在同一时间内
，

也没有统计显著的系统性导星变化
。

但喷气制导则是影响天体测

量成功与否的主要原因
。

对于 ����
，

由三颗标准星的 �次观测 �最亮的星为 ����������
，

��
·

�����
，

最暗为 ������������
，

���������
，

测得其位置平均精度在 二 ， ， 两方向上分别为
『二 � �，‘

�

����
， �， � �，‘

�

����
，

比 ����稍低
。

��� ����

��� 分
� ‘

叼叼

��� 厂《
���

·

�� �积积
’’

一��

布
罗

沈沈
图 � 对比邻星中心区 ����的一个观测视场 ����

��� 自行和视差

半人马座 比邻星是距太阳最近的恒星
，

它是一颗耀星 ����� ����
，

也是天体测量感兴趣

的 目标之一
。

从 ����年 �月 �� 日到 ����年 �月 �� 日对该区域作了 ��次观测 ����
，

图 �为

其中的一个观测视场
，

测得该区域中 �� 号星 �����
�

������的相对视差为 �
�

�士 ������
，

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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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巴谷卫星和哈勃空间望远镜的天体测量观测结果 ���

得到其 自行绝对值为 �川 二 �
�

�士 ������
·

��一 � 。

这个由一年中大约共用 �小时的观测可和地面

�一
��年的结果相当

，

表明在 ����中心

区可以高精度进行天体测量
。

��� 测光

由于空间望远镜放置了光学补偿器

������
，

以取代高速光度计
，

而 ��� 罗

的时间分辨率为 ���� ，

因而成为 ��� 多
上一个最快的光度测定器

。

��������� 臼

等人 ����对 ���� 的测光性能进行了研

究
。

对 ����加滤光片 �
“�����

” ������
，

有效波长 ����人�
，

用跟踪模式 ���������

�����对标准星 ��盯����
毛��������

，

瓶 二 �����多次观测
，

得到在其 � ， ，

轴上的光电倍增管计数结果相互符合一

致
，

且时间上很稳定 �图 ��
。

每个轴的

光电倍增管所对应的测光结果之差对色

指数依赖较小
，

但在 ，轴上的光电倍增 图 �

管对校准稍有不平衡 �图 ���
。

一乐�� �一尸，，勺一， �，一�一一，
一甲一了一��一尸，

一
�

一勺一，一甲一� 门

� 轴
一���

洛
之

一一多了‘一一二一一一� 轴

一�
‘

��

一�
�

��

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时间

����
�

� ����
�

� ����
�

�

��
丈

��� 用跟踪模式对标准星 ������芍� 测得 的
测光稳定性 ����

由实测给出 ���仪器系统对 ������� � 光度的转换关系
。

在 �年多的时间中
，

利用 ���

星团中�� 颗星的 ���多次观测
，

得到 ������� � 光度测定误差为
�

偶然误差是 �������
，

系

统误差 �������
。

�
�

��

�刀�

一、�
， ’���

�，‘�����…
��

�
�

�
’��︵国独�砚次︶一‘��

��

�
，

“�‘
��
‘�，�、…

�

︵二袱�
��︶

一�
�

�� 口

…
，

�

�� ��

习‘一‘一‘�‘一占一止�‘�“ ����
�� �� � �

，

� �滩 �
�

� ��

����� �一 �����

图 ����� 左图
�

以 � 星等表示的 二 轴上两个光电倍增管的计数差值 �周 � 右图
�

以 �布 色指

数表示的 二 轴上两个光电倍增管的计数差值
，

误差棒是同一顺星多次观侧平均值的标准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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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

一�
�

�� 一�
�

��

︵考�公︶

一�
�

��

�
‘月月
�

卜�
�基，盛��������

�
��﹄�����以引“���

心
︵渭�绪︶

州
一�忍� 一�

�

��

�� �� � �
�

�

�����

�
�

� �
�

�

�一�����

图 ���句 为相应的 ，轴上的情况 ����

比邻星

������� ����
�

��
�

�月

��
�

��

��
一

��

��
�

�减】

����

��《月

�
��

�

��

��
‘

��

��
�

��

����

����

��
�

��

比邻星

��� ���石��

比比邻星 �����
’’

��� �防
�

�����

洲洲咧卿幽幽

�������

卿卿
���

�� ��

时间 �
�

�� ���

� �� �� ��

时间 �
�

�� �《�】

图 � ��� ����检测到比邻星的一个大报斑测光结果 �

�句导星 �和 �的测光之和 � ���粗斑发生后 �� 分钟比

邻星的测光结果 【���

��������等人 ����用 ����对座比

邻星进行了测光观测
，

在 ��� 天内共观

测 �� 组
，

得到它有周期为��
�

�士�
�

��
，

振

幅为 ������� 的光度变化
，

对此他们认

为可能是恒星黑子或光球亮区的旋转

调制而成
。

在同一时间段的总共 �����

分钟的观测中
，

检测到一个大耀斑 �图
����

，

其光度误差为 �
�

�����鳃
，

�

图 ���

为 ��夯钟后的第二次观测以及三次耀

斑后亮度
。

图 �� 为其中的一个结果
。

图

��中 ���
�

���天的观测比前面 ���
�

���

天要亮 �������
，

两次观测相隔 �� 分

钟
。

��� 双星观浦

双星是 ��� 的主要试验观测对

象
。

���第一个天体测量成果是对双

星 ���� ����� �������������的观
测 ����

。

通过 ����年 ��月的观测
，

测

得两星分开角距为 ���
�

��� 士��，
�

���
，

而

星等差为 ������
，

精度为 �
�

�����
。

等而为了估计子星角距在 �一������
，

星等为 �一����� 范围内双星出现的频率
，

��
人 ��川对毕星团亮成员星中的 �� 顺用移动扫描模式作了观测

，

认为其中 �颗可能为双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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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巴谷卫星和哈勃空间望远镜的天体测量观测结果 ���

������一���星 �。
� � �������则确证是双星

，

表 �为两个处理小组的结果
。

����
� 等人由实

测结果推断 ���可对亮于 ��
�

����
，

分开角距为 �一�����
，

星等差为 �
�

��一�
�

����� 的双

星进行观测
。

表 � 双星观测结果

阮
���王几�

��，�������
�

�� ���

一���

一���

△�二

��铭�
�

�

�

��

△， △�，

���� ��鳍�
� ��

一�� �
�

�

比邻星

��� ��� ��
即�

����

���
�

���

� ����习��

卿麻
���

咖
卿

���

时间 �
�

图 �� ����对比邻星的测光观测
，
���

�

��� 天的观测比 ���
�

��� 天观测晚 �� 分钟
，

但前者比后者亮 �
�

�������‘��

表 � ��� 的测定结果
���

户�
，‘

�

����

� �
�

��

�����

� �
�

��

�����

��
�

���

士�
�

���

��
�

�

士�
�

�

�
一

��

�����

可疑

������

� �
�

��

��
�

�

△。�����
士�

�

��

�
��

一
��

一
�������������������������������������

为了检测 ���对在依 巴谷卫星双检测极限 ���’
�

�� 以下
，

子星角距小于 ���
�

�� 的双星的观

测能力
，

�������� 等人 ����对 ����� 附近的主序前星
，

其中共包括 �颗金牛座 � 型星
，

� 颗

����������� 型星 目标进行观测
。

如通过对其中的双星决定其轨道
，

就可得到这些主序前星

的质量
。

因此这个观测有两方面的好处
，

一是利用依 巴谷卫星和 ��� 协同观测
，

使依巴谷观

测纲要中这些星能测得更准
，

二是对这些主序前双星的测定也有利于对新生星周围的盘形成

模式的研究
。

由观测得到 ��� ��������一 ��
� �����星在 � 轴上角距分量为 。“

�

���士 。“
�

���
，

，轴上为 ��，
�

���士�，，
�

���
。

这是一颗新发现的双星
。

对所有 �颗 ������星的测定结果见表 �
。

为了检测高亮度背景中 ��� 对星团的观测能力
，

��������等人 【��� 对剑鱼座 ��� ��
��������核心进行观测

。

在恒星
、

� �区
、

星系的演化中
，

恒星质量上限是天文学中很重要



��� 天 文 学 进 展 ��卷

的问题之一
。

而 �� ��� 中大质量星团 ���� 亮核心的结构及光度是多年未解决的问题
。

图 ��

为在 ��������视场中 ����� 核心区 �“
�

�� �“
�

�的图形
，

图中 � 为新成员 ���
。

���的角

分辨率为 ���
�

���
，

用 ���对 ���� 核 �� 之内的 �� 个源作了天体测量和 � 光度测定
。

表 �为

对 ����� 附近观测结果
。

图 �� ��� �����视场中 ����� 核心区 �，，
�

�� �“
�

�的图形
， �

为新成员 �����‘�

观测得到 ������星团中心区�为三重星
，

第三分量 ��� 比主星 �� 暗 �����
，

角距 、

�，�
�

��
。

用 ������即】关于太阳金属含量模式得到 �� 现在质量在 �。一����〕 之间
，

其主序原

始质量在 �。一���人几 之间
，

年龄 ���一������
，

这是 �� 直接质量测定的最低值
，

和由 �� 色

星等图的年龄拟合一致
。

由观测推测 ������ 是不晚于 ���型的沃尔夫 一 拉叶星
，

这和地面

光谱观测相符合
，

因而这是 �� 质量最低值
。

另外观测还表明 �� 可能为多重星 �角距小于 ���

的分辨率�
。

表 �

角 距 ��“�
△工 △� �

����� 区的结果

���
�

�

星 等 �����
△�二 △�。 �△��

�
�

�� ��

�
�

�� ���

�
�

�

�
一

�

�
一

�

�
�

�

�
�

�

�
�

�

�
�

�

�
�

�

�上�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二����

����
��上�����������������

……
������������

�

��

�
�

�吕

��

��

�������哎�

�

�
�

��

�
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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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 巴谷卫星和哈勃空间望远镜的天体测量观测结果 ���

� 依 巴谷卫星和空间望远镜的进展

现在依 巴谷卫星的观测正在作最后处理
，

初步结果表明
，

这个卫星可以完成在位置
、

距

离和 自行上 �’’
�

���的计划指标
。

��� 还在继续观测
，

但也 已取得许多很好的结果
。

除前面

所述 ���观测外
，

用 ���� �后
，

在彗星和木星相撞
，

引力透镜和哈勃常数测定等工作上

都取得较好资料
。

随着天文学发展
，

要求有更高分辨率
、

更高精度和多波段观测
。

��� 第 ��
届大会上就关于亚毫角秒观测精度对天体测量和天体物理研究的促进召开了专题讨论会

，

并

通过了发展亚毫角秒光学天体测量的必要性的决议 ���� 决议 ����到
。

依 巴谷卫星观测
，

虽然其 自行精度会好于 ����
，

但这个精度的使用范围也只能在观测

历元前后 �� 年之内
。

视差的测定在 、 ����� 处的相对精度为 ���
，

由此在恒星质量测定上

将有 ��� 的误差
，

这对天体物理研究是不利的
。

另外在参考系联系上
，

由于射电星的射 电

辐射较弱
，

而射电源的光学星等很暗
，

影响观测精度
，

���又未能进行原订的参考系联系

的观测
，

这些都给参考系联系带来困难
。

对于 ���
，

很希望对更密近双星进行观测
，

和对

������ 可能为多重星的验证
，

目前用 ���� �对 ���� 星团中造父变星观测得到的哈勃常

数为 �� � �� 士 ����
·

�一，
·

���一 ‘ ，

其不确定性约为 ���
。

正计划作进一步观测
，

期望对宇

宙距离尺度测定能提高到 �� 的相对精度
。

为此这两个空间观测卫星正在观测和仪器等方面

作进一步的改进
。

��� 依巴谷卫星

针对参考系联系的问题
，

由于 ���没有按计划进行观测
，

同时即使 ���可以工作
，

也

需要有另外的旁证
，

早在 ���� 年 ��������【叫 提出希望利用普尔科夫和里克天文台的相对

星系的绝对 自行观测结果
。

最近 ��� 参考系工作组和第 �� 委员会的主席分别向各天文台发

出信件
，

希望利用 已有地面光学仪器寿射呻
�

源光学对应体和依 巴谷星观测
，

为参考系联系和

依巴谷参考系维持作贡献
。

在第一个依 巴谷卫星成功的基础上
，

正在研究将于下一世纪初工作的另一个空间天体测

量计划 ���
，��� �

用于天体物理的全球天体测量干涉仪 ������� ����������� �������������� ���

����叩坷���
�， �����

。

它将对于 �千万颗亮于 �二 ����� 的 目标进行观测
，

其位置
、

视差和

年 自行的测定精度好于 ��拼��
。

�
�

� ���

由于 ��� 第一导星星表 ����一 �� 的星在高银纬只到 �����
，

低银纬区只有 �����
，

在

实用导星中感到星数不够
。

现准备用 �年时间修订 ���一 �为 ���一 � ����
，

该星表将扩充到

����� 星
，

给出位置
、

自行和两色光度值
，

其 自行精度为 ��������一 �
，

光度精度为 �
�

����
。

这部星表将由帕洛马第二期巡天三色片
，

英国 ���������� 赤道 �红色�巡天照相和第二期

南天 �红色�巡天加上 ���一 �编制而成
，

时间基线为 ��一����
，

共包括一亿颗星
。

����年将放置两台新仪器
，

以近红外照相和多源光谱仪 ��������和空间望远镜图像光
谱仪 ������替换 ���或 �������

。

同时将置换新的 ���
，

以去掉不能使用的 ����
。

计划到 ���� 年将使用高级照相机 �����������
，

���
，

以便作远紫外到光学波段的

资料收集 ���】
。

表 �为这三架仪器的一些指标
。

期望用这些仪器特别是 �� 照相机
，

能在行星

大气
、

原恒星盘
、

恒星色球
、

星流
、

活动星系核
、

银河系和星系团及宇宙论方面取得好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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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三架仪器的一些指标

仪 器 ��� 波 长

����

��� 照相机�
����

�光学照相机�
������

��� 照相机�
������

��� 照相机�
������

��� 照相机�
�� ���

一
����

�� �����一����

�� �����一���

�� 丫��
一
���

��，， � ��，，

像 元

�夕，
�

��� ���任一����入

�� � �� ���公
�

一������

�� � �� �
�

��� �一���拼�

�� � �� �
�

��� �一�
�

�拌�

�� � �� �一���拼�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

�
一

��

�
�

��

���任一������
���住一������
���任一�����
���任一�����

注
�

��
一
���� 宽视场近紫外 �光学

，
���卜�����人

����
�一���� 高分辨率近紫外 �光学

��
一
��� 宽视场远紫外

，

���任一�����

�� ��二��� 高分辨率远紫外

� 在空间天体测量上的工作

为及时取得空间天体测量的观测资料
，

并开展空 天体测量结果应用研究
，

我们进行或

正在开展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

一
���在依 巴谷卫星观测纲要中争取到两个观测计划 【到

，

即 ��� ����年以来的地球 自转

�提案 ������ �的射电星的光学与射电位置的比较 �提案 �����
。

在得到依 巴谷星表后
，

可以

进行这两个课题研究
。

���为研究恒星位置的空间和地面观测结果的比较
，

天球参考系联系
，

以及依巴谷卫星参

考系的维持
，

利用丹容等高仪
、

光电等高仪和 ���� 望远镜
，

观测了约 ��� 颗射电星的光学

位置 ����� 望远镜 �� 颗
，

等高仪 �� 多颗�
，

并求得约 �� 颗射电星 自行 ���一���
，

其中 ���为

初次测定
。

��� 将 ����
�

仔一������ 国际纬度服务 ����� 地极坐标
，

我 国综合时号改正数和 ����刀�
������中国地极坐标统一到 ���和现用天文常数系统 【��一，��

，

通过空间和地面观测比较
，

将

星表系统归化到依 巴谷星表系统后
，

进行地球 自转的重新研究
。

���利用 已有较大天体测量星表
，

以及 ���� 望远镜过去的观测资料
，

研究和修订依巴谷

星表和第谷星表的自行系统
。

���射电源光学对应体的光学观测
，

研究射电光学参考系的联系
。

���射电源星表的编制方法和局部系统差研究
，

以得到稳定的
、

系统差小的射电源表
。

致谢 在本文整理过程中
，

得到唐正宏同学的帮助
，

特致谢意
。



�期 王叔和等
�

依 巴谷卫星和哈勃空间望远镜的天体测量观测结果 ���

参 考 文 献

��������� � � � �七��
�

��� ， ��
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萧耐园等
�

天文学进展
，

����
，

� �
��

王叔和等
�

天文学进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师
�

� ，
����

，
���� ��

��������� � � �
�

���������， ��������
� �

���犷����� � � �
�

���������， ��������
� �

������
� � �亡��

�

��
�

�
�
， ����， ���� ���

��������� � �亡目
�

��� ������ � �， ����
�� �� ��

�

��� �����”�� ����� ��� ��
����������

�

����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场
�

�
， ����， ���� ���

��������� � �亡目
�

��
�

�
�
， ����， ���� ���

������ �
�

������
�

������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 ����

��������� � ��习
�

��������� ������������� ��� ��������汀 �� �����， ����
�

��

���犷���� � � � ����
�

��������� ������������� ��� ��������叮 �� ����
� ， ����

�

��

�妞��� �
�

���������， ��������
�

�

����
� � ��

�

��� ������ ������� ��雌���
�

���������� ����
�

�����
���� ��������

�， ����

�� ��
����

�

��� ��� �������胎 ������� ��
，

���
， ��

一
���， ����

王叔和等
�

上海天文台年刊
， ����

，

���
� ���

�� ��������目
�

��� �������� �
，
���� ��， ������� � � �亡曰 �

��
�

�即��鳍 ��� ���

—
���������铭

�
���

������ ���������
，
����

�

��� ��������� ��
�

���， �����
， ����， ���������二 ��

���
�， ����

须同棋等
�

天文学报
， ����， ��� ���

须同棋等
�

上海天文台年刊
，

����
，

����
�
��

须同棋等
�

天文学报
， ����， ��� ���

�� ��诬��� �七��
�

������
�

��������
�

�

�����
�
， ����， ���� ���

须同棋等
�

动力大地测量学进展
，

北京
�

地展出版社
， ����

�

�

廖德春等
�

天文学报
，

����， ��� ���

廖德春等
�

侧绘学报
，

����
，

�� �
���

陆佩珍等
�

测绘学报
，

����
，

��
� ��

陆佩珍
，

须同棋
�

上海天文台年刊
， ����

，

����
�
��

����������’��������������������������������

��������������������������������������������������������������������������������������������国网�����’��

�责任编辑 舒似竹�



��� 天 文 学 进 展 ��卷

����������� �������������������� ����� ��������� ��������� ��� ���

������ ����� ���
������

��������� �� ������ ��� �七����� �� �������

��五��动‘ ���
��������� �������忿。砚叭 乃

�

伪����� �����且�� ���������
，

�����五面 ����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 �����������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