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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金山天文台通讯2004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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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金山天文台被授予江苏省“文明单位”称号 

    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日前被江苏省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授予2001-2002年度江苏省“文明单

位”荣誉称号。并颁发了荣誉证书和铜匾。 

    中科院知识创新工程开展以来，紫金山天文台党政领导班子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十六大，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中科院新时期的办院方针，积极推动知

识创新工程试点，党政密切配合，在科研成果、人才培养、科研基地建设、创新文化建设等方面努力进

取，为国民经济建设和天文事业的发展作出了新贡献。紫金山天文台全体职工决心认真学习，不断创

新，加强院地合作，为进一步促进“三个文明”建设，加快实现富民强省、为江苏省两个“率先”的宏

伟目标而努力奋斗。 

（党政综合办） 

 

韩启德副委员长视察紫金山天文台 

 

2月11日上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主席韩启德一行在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赵龙，全国人大代表、九三学社中央常委、紫金山天文台台长严俊，中共紫金山天文台党委书记戴

新同志的陪同下，视察了紫金山天文台。 

    严俊台长向韩启德副委员长一行详细汇报了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新时期的发展战略和取得的科技成

果，以及在人才培养、科技创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等方面做出的突出贡献。 

    

韩启德副委员长就该天文台在科技成果、科技发展、人才培养等方面所取得的出色成就给予了充分肯

定，并愉快地在留言簿上签名留念。 

（党政综合办） 

 

 

《神舟二号超宽能段空间γ射线暴观测研究和仪器研制》 

                    项目获得2003年度江苏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2004年1月8日江苏省科学技术厅在南京新世纪宾馆主持召开了江苏省科技进步奖颁奖大会，紫金山

天文台完成的《神舟二号超宽能段空间γ射线暴观测研究和仪器研制》项目荣获江苏省科技进步奖一等

奖。 

    宇宙γ射线暴是现代天文学中最为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是国际前沿领域的热门课题。神舟二号空

间天文分系统超软X射线探测器(0.2～2KeV)和γ射线探测器(0.2～10MeV)项目的科学使命是:探测并研究

宇宙γ射线暴和太阳高能辐射的宽波段能谱特征和快速时变现象。通过对γ暴在超软X射线波段的星际消光

的观测,可以大尺度地估计其原发距离。γ暴的能谱形态，又可作为探索γ暴起源的重要工具。高能探测器

的各向同性的探测能力，非常适合于捕捉随机不确定方向出现的宇宙γ暴现象。 

    紫金山天文台研制的两设备于2001年1月14日投入天文观测。在半年任务执行期间,仪器工作性能稳

定、遥测参数正常、下传的科学数据质量良好,完全达到了设计要求,并已成功地观测6个宇宙γ射线爆发

事例和13个太阳X射线爆发事例完整的观测资料，取得了很有价值的科学数据。此外，在历时八年的仪

器研制过程中产生了10项国家专利（部分处于已受理待批过程中）和大量相关理论研究成果，超出了预

期成果。 

（科技处） 

 

紫台“太阳活动和等离子体物理”研究取得重要进展 

    

   紫金山天文台黄光力博士领导的创新团组，在“太阳活动和等离子体物理”研究领域，瞄准国际前

沿，积极参与国际合作，2003年度在日冕爆发的射电先兆、日冕加热和加速机制、回旋同步辐射机制、

非热电子能谱计算、微波爆发源的结构分析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共发表和接收SCI论文22篇（第一单

位19篇）。 

    “太阳活动和等离子体物理”创新团组从射电Ⅲ型爆发或尖峰爆发的频率漂移，可提供磁力线重联

和粒子加速的信号，从射电频谱观测可间接提供辐射源的高度，借助具有空间分辨率的多波段数据确定

其在太阳表面的位置 ；发展有非热回旋同步辐射机制计算微波爆发源区的磁场和非热电子密度的方

法，解决了辐射方向的不确定性，首次得到日冕磁场强度的两维分布；发现微波爆发的反转频率在爆发

过程中有明显变化，并对磁场的计算十分敏感；利用微波和硬X射线爆发数据联合反演非热电子的低能

截止，在2000年6月3日和10日两个事件的反演结果基本一致。发现硬X射线在光球的康普顿反射对低能

截止的计算有重要的影响，并从理论上计算了这两种因素对硬X射线低能段的影响；利用动力学阿尔文

波的有效耗散，提出了日冕磁化等离子体结构中的粒子加速（热）的一种新的机制，成功解释了冕羽加

热和极光电子加速；发现非热电子投射角的各向异性对回旋同步辐射有重要的影响，可以解释冕环顶部

和足跟的非热电子谱指数的差异；深入研究了回旋同步辐射和电子回旋脉泽机制的关系，从理论和观测

证实两者同时产生的物理条件。 

（科技处） 

 

             紫金山天文台被授予“抗击非典先进集体”光荣称号 

    2003年12月紫金山天文台被江苏省教育科技工委授予“抗击非典先进集体”光荣称号。并颁发了铜

牌。 

    紫金山天文台积极响应党中央和省政府关于抗击非典的号召，在非典疫情流行初期，成立了以严俊

台长和戴新书记为正副组长的抗击非典领导小组，加强对外来务工人员的监控，对从疫区出差归来的同

志进行隔离，发放消毒防护用品。由于领导重视，措施得力，处于非典疫情的南京，紫台无一例非典患

者。当时紫台参股的星河电子公司曾因一名疑似患者而被隔离，紫台党政领导热情关心，支持公司党政

领导做好被隔离者和家属的思想政治工作，直至疑似患者最终被排除疑似。大家度都经受了考验，受到

了教育。 

（党政综合办） 

 

 

             紫台陈赤同志被授予江苏省优秀档案工作者的光荣称号 

    2004年1月13日，江苏省档案工作暨表彰先进会议在南京召开，紫金山天文台陈赤同志被授予全省

优秀档案工作者的光荣称号。 

    1999年以来，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全省广大档案工作者认真学习贯彻邓小平理论和“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努力做好档案工作，为改革开放和现代

化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江苏省委、省政府、省人大、省政协、国家档案局的领导出席了会议。省委常

委、秘书长赵少麟同志主持表彰大会，江苏省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蒋定之，国家档案局副局长、中央

档案馆副馆长冯鹤旺同志作了重要讲话。并向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个人颁发了证书和铜牌。 

    紫金山天文台陈赤同志继1999年后又一次被授予江苏省先进档案工作者的光荣称号。 

（党政综合办） 

 

 

紫金山天文台荣获计划生育先进集体称号 

 

2004年2月6号，南京市鼓楼区召开了2003年度计划生育工作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表彰大会，紫金山天文

台荣获计划生育先进集体称号。 

紫金山天文台继1988年后，连续18年获此殊荣。 

（党政综合办） 

 

紫金山天文台参加科普场馆“苏中行”活动 

 

为了贯彻省委、省政府科教兴省和区域共同发展战略，由江苏省科技厅和南通、扬州两市人民政府联合

主办，江苏省科普场馆协作网和两市科技局、市委宣传部、市科协、市教育局共同承办的“江苏省科普

场馆协作网苏中行”大型科普活动在省科技厅和两市领导的直接关心和支持下，在承办单位的通力协作

下，在广大公众的积极参与下，于2003年12月下旬圆满落下了帷幕。  

这次“苏中行”活动从2003年10月16日启动至12月22日结束，其中苏中行南通站时间为10月16日至10月

28日，扬州站时间为12月4日至12月22日，共历时29天。江苏省科普场馆协作网南京地区的中科院紫金

山天文台、江苏省气象学会、南京植物园、江苏科学宫等七家单位参加了此次活动。展览分为“神秘的

宇宙、观云测天、爱我地球、生态万象、探索科学”五个部分，由百余件可参与展品和珍贵标本，156

块图文并茂的展版组成。本次科普展无论从学科分布上，还是从展品内容上都是前所未有的，众多的实

物、标本、活体、图片和演示设备等，以其独特的表现形式，生动地展示了宇宙、气象、地球等科学世

界的无穷魅力，令参观者流连忘返，爱不释手。在展出期间共接待大、中、小学生及社会公众近4万人

次。展览在当地引起极大轰动，在广大市民和学生中产生了强大反响，收到了极好效果，达到了预期的

目的。在南通展览开幕的当天下午，还在南通纺织技术学院礼堂举办了一场“创新与跨越”科普报告

会，一千多人的大礼堂座无虚席，精彩的演讲激起了与会者的阵阵掌声，令大家受益非浅。  

这次“苏中行”活动是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加强苏中地区科普工作，促进苏中精神文明建

设的实际行动，是把党和政府对苏中人民亲切关怀落实到实处的具体举措。展览的目的是旨在推动大规

模的群众性科普活动，促进公众理解科学，保护环境，增强广大干部群众科学意识，培养青少年的科技

创新意识。通过这次活动扩大了科普工作的影响，提升了科普场馆的形象，进一步增强了科普工作者做

好科普工作的责任感和决心。 

在日前举行的“苏中行”总结表彰大会上，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被评为先进集体，葛永良、孙汝琪和肖

永田三同志被评为先进个人。 

（科普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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