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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总结了在２００６年度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的科研工作、国际合作交流、人才培养和引进、科研
管理、科技开发、以及精神文明建设等工作中取得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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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文明建设

分类号：Ｐ１１２，Ｇ３１

２００６年是国家＂十一五＂规划、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中国科学院中长期发展规划和
创新三期启动实施的第一年。我台的各项工作以中国科学院新时期的办院方针为指导，各项

工作围绕三期创新工程的目标和任务进行安排，并取得较好成绩。２００６年开展的各类项目４７
个，全年发表各类学术论文１２９篇，其中在ＳＣＩ期刊上发表的论文６８篇，被ＥＩ收录的１篇，第
一作者是我台科研人员的 ＳＣＩ论文被其它 ＳＣＩ论文独立引用２６３篇次，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获上海市科技进步（自然科学类）二等奖１项，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１项（参加）。

１　科 研 工 作

１．１项目情况
上海天文台主要承担由中国科学院、科技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上海市科委等部

门支持的科研项目。

中国科学院项目：上海天文台参与中国科学院基础局重要方向项目２项；获院重点装备研
制项目支持１项；获院国际合作重点项目支持１项；申报中国科学院与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
斯三国科技合作项目１项，获得批准。

科技部项目：申报并获通过８６３项目（民用）２项；申报各种国际政府间科技合作项目，被
纳入中国与意大利政府间科技合作项目；参加欧盟第六框架协议———ＥＸＰＲｅＳ项目，获科技部
匹配经费支持。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２００６年我台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资助１４项，其中：重点
项目１项，杰出青年基金项目１项，面上项目８项，天文联合基金面上项目４项。其中重点项
目由廖新浩研究员主持，将集中研究行星流体动力学问题，主要内容是：１）行星流体动力学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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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理论研究（线性与弱非线性理论为主）；２）行星流体动力学大规模数值模拟研究（强非线性
理论为主）；３）类地行星流体运动对自转变化的影响研究（实测资料为主）。通过本项目研究，
将对类地行星和类木行星内部流体动力学过程和大气运动形态以及对磁场的产生与变化的影

响给出更深入的理解；对流体圈层运动对类地行星自转变化的影响给出更细致的解释；同时合

作完成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旋转天体流体动力学”学术专著一部。杰出青年基金项目

由沈志强研究员主持，研究对象是位于银河系中心的致密射电源 ＳｇｒＡ。越来越多的证据表
明ＳｇｒＡ对应于一颗超大质量黑洞，而ＳｇｒＡ因其距离我们最近，仅８千秒差距，已被公认为
是研究黑洞物理的最佳观测目标。本项目的主要研究方向就是关于 ＳｇｒＡ的高分辨率射电
观测研究，研究内容包括：１）继续对ＳｇｒＡ进行高质量的高时间和空间分辨率毫米波ＶＬＢＩ成
图观测研究，探测其辐射的固有形状和大小；２）进而利用多历元的观测数据探索 ＳｇｒＡ内在
结构随时间的变化；３）与ＳｇｒＡ的（亚）毫米波的总流量监测结合，确定 ＳｇｒＡ在一天内的流
量变化（ＩＤＶ）轮廓，并探讨流量变化与结构变化的关联及其物理解释；４）对尚无法开展的观
测（如，高分辨率毫米波偏振观测和黑洞附近相对论效应引起的 ｓｈａｄｏｗ效应等）开展数值
模拟研究。

上海市科研项目：获“优秀学科带头人计划”资助１项、“上海市自然科学基金”资助１项、
“浦江人才计划”资助１项、“白玉兰基金”资助１项；获“上海市重点实验室”资助１项；组织申
报上海市高新工程专项资助１项，获得资助。此外，还为我台目前承担的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重点项目申请并获得了上海市地方匹配资金。

１．２重大科研任务的进展
我台作为绕月探测工程测控系统ＶＬＢＩ测轨分系统研制责任单位，负责ＶＬＢＩ测轨分系统

的系统论证、总体设计、项目实施、关键设备研制、组织对人造卫星和航天器的ＶＬＢＩ观测试验
以及任务期间的测轨工作。ＶＬＢＩ测轨分系统由上海天文台的 ＶＬＢＩ数据处理中心和佘山
ＶＬＢＩ观测站、国家天文台密云ＶＬＢＩ观测站、国家天文台云南天文台凤凰山 ＶＬＢＩ观测站、国
家天文台乌鲁木齐天文站南山 ＶＬＢＩ观测站，以及数据传输网络系统组成。经过全体参研单
位和工作人员的努力工作和大力拼搏，ＶＬＢＩ测轨分系统按工程总体下达的科研和建设任务进
度要求，进展顺利，目前 ＶＬＢＩ测轨分系统基本建成。为了保证我国首颗绕月卫星试验的成
功，检验我国天文ＶＬＢＩ测轨系统和航天测控系统对于绕月卫星实施联合定轨的工程可行性
和测量精度，国防科工委月球探测工程中心与欧空局（ＥＳＡ）合作，从２００６年５月２９日至６月
２日连续５天，利用我国的ＵＳＢ和ＶＬＢＩ系统对欧空局的绕月卫星 Ｓｍａｒｔ１进行综合定轨测量
大演练。此次的联测试验达到了演练预期目标，得到国防科工委的充分肯定，为２００７年正式
执行任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目前，正在进行质量复查，确保ＶＬＢＩ测轨分系统在执行任务期
间正常运行，出色完成任务。

１．３项目的完成与验收
２００６年内以下项目基本完成并通过验收：
（１）廖新浩研究员负责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行星地球动力学分层结构与自转

动力学”取得多项成果，３月结题，评为优；
（２）黄

!

研究员负责的院方向性项目“空间对地观测与应用研究”顺利完成，８月在北京
通过基础局和资环局组织的验收；

（３）院装备项目“２５米射电望远镜实现卫星数据接收自跟踪研制”４月１０日通过院综合
计划局组织的结题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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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两台地面大氢钟的研制按计划进行，经第三方测试，通过验收。
１．４研究成果一瞥

流体动力学：在理论研究方面，对不同边界条件的旋转对流环进行了系统的理论和数值模

拟研究：发现了旋转对流环三种不同对流模式（全局振荡、全局定常和边界流）以及它们对应

的物理参数空间，同时给出由弱非线性相互作用产生的流体较差转动的分析表达式（ＬｉａｏＸＨ
ｅｔａｌ．ＧＡＦＤ，２００５）；对边界流对流模式建立了完整的二解渐近分析理论（ＬｉａｏＸＨｅｔａｌ．ＪＦＭ，
２００６）；此外，发表了太阳和行星对流层的扭转振荡可以由热对流激发的新结果（ＬｉａｏＸＨｅｔ
ａｌ．ＡｐＪ，２００６；ＬｉａｏＸＨｅｔａｌ．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Ｌｅｔｔｅｒｓ，２００７）。在数值研究方面的主要研究成
果为：（１）开发了一套球体和柱体内部流体动力学有限元和有限差分程序，其中，有限元程序
在计算速度上具有很好的加速比；（２）给出了一个计算地球核幔热耦合的旋转柱环模型，研究
了在不同边界条件下，非线性热对流的表现形式及对核幔耦合的意义。

星系形成和演化：我台康熙和景益鹏等人（２００６）建立了独立的星系形成的半解析模型。
与国际同类工作相比，有两个创新点：（１）数值模拟结果具有分辨次结构的优势；（２）对气体
冷却和星系并合等部分物理过程给出了更合理的描述，率先引入ＡＧＮ的能量反馈机制。半解
析模型解决了以往模型中普遍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如成功地解释了星系的多波段光度函数、

星系的颜色－星等图上的双模（ｂｉｍｏｄａｌ）分布、中等红移处大质量红星系的数目等重要观测问
题。这一工作（星系形成半解析模型）被ＮａｔｕｒｅＰｈｙｓｉｃｓ的ＮＥＷＳ＆ＶＩＥＷＳ评述为“正在成为预
言星系形成的强有力工具”（ＫａｎｇＸｅｔａｌ．ＮａｔｕｒｅＰｈｙｓｉｃｓ，２００６）。该研究工作测量了 Ｓｌｏａｎ
ＤｉｇｉｔａｌＳｋｙＳｕｒｖｅｙ的星系团中，卫星星系相对于中心星系的指向的分布情况。发现它们优先
分布在中心星系的主轴方向。这一测量对理解星系如何形成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暗晕

中主导的中心星系的形成。研究结果暗示了颜色较红的中心星系的形态受暗晕的形状影响很

大，而蓝中心星系的形态受暗晕的形状影响很小或者是受其他因素如自旋的影响。相关文章

在２００６年发表后迄今已被他人ＳＣＩ的文章引用１０多篇次。
黑洞物理和银河系中心黑洞候选体观测：我台沈志强研究员曾于２００５年在Ｎａｔｕｒｅ发表了

关于银河系中心存在黑洞的最新证据在国际上引起反响，此后，他通过申请并完成了新一轮的

对银河系中心超大质量黑洞候选致密射电源ＳｇｒＡ的四历元高分辨率３ｍｍＶＬＢＡ成图监测，
这是目前世界上该类观测获得的唯一观测数据，数据分析正在顺利进展中。预期可获得银河

系中心天体的最新结果。同时沈志强研究员和同事们利用日本野边山毫米波阵和澳大利亚致

密阵监测ＳｇｒＡ在２和３ｍｍ的总流量，发现并证实了银河系中心存在变化时标短于一天的流
量变化（Ｉｎｔｒａｄａｙ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使进一步研究流量变化与结构变化之间的相互关系成为可能。
他们正结合理论模型，完成了关于银河系中心超大质量黑洞阴影的数值模拟，为将来在更短的

亚毫米波ＶＬＢＩ观测提供了理论预言；并研究了黑洞 Ｘ射线双星中硬态的 Ｘ射线辐射的起源
问题，提出了明亮的热吸积盘模型，该模型能够很好地解释这类源的Ｘ射线辐射起源。
１．５三大观测设备运行情况

（１）卫星激光测距设备：完成了望远镜伺服系统等设备的改造，使望远镜的跟踪精度和稳
定性有了很大提高。研制成功分辨率为１０ｎｓ高精度距离门电路并应用于常规测距。成功地
将可控制发射光轴方向的二维驱动控制器应用于常规测距，方便接受轴和发射轴平行度的调

整，提高了调整精度。应用了新型冷却循环机和选脉冲高压电源，使激光器可靠性有了很大改

善。非合作目标的激光测距项目也正在进行之中，已经完成控制软件的改进工作 ，为该项目

设计的２１厘米发射镜已经用在测距中，有效提高了发射激光的准直性。２００６年共获得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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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测１５４７圈。
（２）１．５６ｍ光学望远镜：推动并落实了天仪中心和１．５６米课题组的机构整合，通过一年

的试运转，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基本完成了望远镜控制系统的升级改造（包括视频监控系

统）；完成了天窗、圆顶的机械改造；完成了２００６年的主、副镜镀膜，并首次测量了镀膜前后镜
面的反射率，完成了《１．５６米镜头镀膜手册》。协助辅助楼的改造，并实际承担了辅助用房的
管理与后续的基本建设。观测工作：全夜观测１１８天，半夜观测２０天。镀膜１４天。马克苏托
夫望远镜（ＭＴ）：全夜观测１３６天，半夜观测２４天，其中做实验占２０天（包括与乌克兰、昆明、
兴隆的联合观测）。

（３）ＶＬＢＩ观测设备：完成天线改造项目，４月１０日通过院结题验收；完成新研制的 Ｓ／Ｘ
双频接收机的装调和测试；进行了终端控制软件的优化和完善，可实现对相位校正信号、接收

机远程、气象数据、时钟比对等监测、控制及网络传输；进行了终端、时钟比对设备机柜调整和

供电系统改造，将进一步提高用电安全和运行可靠性；由于天线导轨基础发生松动，２００６年８
月，开始了大规模导轨基础维修，１２月２４日完成施工，２００７年１月初开始运行；完成观测台站
至天文台本部的高速网络建设。全年的观测工作为：参加了国际联测（ＥＶＮ、ＩＶＳ等）２９次（约
４２０小时）；与空间中心合作，双星数据下传１５次（约１００小时）；绕月工程联测实验２３次（约
１５０小时）。佘山ＶＬＢＩ基地园区改造项目在９月底基本完工，１２月１日通过院基本建设工程
项目验收。

１．６国际合作与交流情况
我台有很好的国际合作基础，２００６年度共出访１１３人次，来访４１人次，主要与德国、英

国、荷兰、意大利、日本、韩国、美国等国进行了合作与交流。成功举办第７届中德《星系、大质
量黑洞及宇宙学网络》会议和空间大地测量与地球动力学研究暑期学校，新增国际合作项目８
项。合作研究发表论文明显增加。继景益鹏研究员成功主持中德马普伙伴小组后，２００６年８
月３日，中国科学院与德国马普学会在上海为“流体数值模拟及星系形成”马普伙伴小组举
行了成立仪式，我台杨小虎研究员被聘为新的马普青年伙伴小组组长。ＡＰＳＧ的工作也正
常运行。

在与欧盟坚实的合作基础上，与来自五大洲１４个国家的１８个研究所共同申请，得到欧盟
第六框架协议的支持，签订了合作协议，共建“实时ｅ－ＶＬＢＩ服务系统”，此项目也得到我国科
技部的支持。

我台叶叔华院士荣获俄罗斯科学院为表彰在促进中俄科技合作中的贡献而授予的俄－中
空间大地测量合作发展杰出贡献金质奖章。

此外，中英天文地球动力学合作、中日 ＶＬＢＩ观测合作、中国 －乌克兰地球同步轨道卫星
的联合观测研究进展，上海天文台与台湾地区有关天文机构合作等均顺利进行。

１．７论文和获奖情况概述
全年发表各类学术论文１２９篇，其中在 ＳＣＩ期刊上发表的论文６８篇，被 ＥＩ收录的１篇，

第一作者是我台科研人员的ＳＣＩ论文被其它ＳＣＩ论文独立引用２６３篇次，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获上海市科技进步（自然科学类）二等奖１项，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１项（参加）。

沈有根等完成的《宇宙的起源与演化及相对论天体的研究》项目荣获上海市自然科学二

等奖。本项目属于理论天体物理、广义相对论和宇宙学学科范围，是一项具前瞻性的基础理论

研究。有两方面内容：（１）利用 ＷＭＡＰ的最新观测资料，开展了暗能量、宇宙加速膨胀、弦宇
宙中暴涨模型、有限温度下量子宇宙学、经典与量子虫洞等方面的系列研究，得到了一批与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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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天文观测符合得较好的理论成果。（２）对黑洞熵的统计起源、黑洞熵的量子修正、黑洞的
Ｑｕａｓｉｎｏｒｍａｌ模型、黑洞背景时空量子化、黑洞背景时空中的量子通讯问题等开展了深入、系
统、完整的研究，得到了系列新结果。本项目研究在ＳＣＩ刊物上共发表学术论文５８篇，论文被
国内外众多学者在多种世界核心刊物上独立引用１８０余篇次。

《中国地壳运动观测网络》研究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参加单位中我台排名第四

位，叶叔华院士个人排名第五。

２　人才培养与引进工作

２．１优秀人才的引进情况
根据台的发展战略、创新目标和承担的重大任务对各类人才的需求，我们加大人才引进工

作的力度，紧紧围绕学科建设规划和三期创新工作方案，积极、有效地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

２００６年，我台共有“百人计划”入选者８人，其中计划执行中５人，引进“百人计划”人选１人；
获院创新三期“百人计划”岗位５个；组织完成１位“百人计划”执行者终期考核和材料上报，
被院“百人计划”终期评估为优秀，并获得１００万元后续支持；完成１位“百人计划”执行者的
院择优现场考评和择优材料上报，已通过院“百人计划”择优支持；组织对４位“百人计划”执
行者跟踪测评和年度考核；组织完成对１位“国外杰出人才”的引进评审和入选备案等系列工作。
２．２优秀人才的获奖情况

２００６年，我台有４人入选“上海市科教系统领军人才”，１人获国家政府特殊津贴，１人入
选“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１人获上海市科教系统“青年科技创新人才奖”，１人
获“中国青年科技奖”，２人被聘为国家科技奖评审专家，１人获研究生院“优秀研究生指导教
师”荣誉称号。

２．３研究生与博士后人才培养情况
２００６年共录取研究生４０名（其中博士生１６名），毕业研究生２７名。２００６年度授予学位

２９人（博士１３人，硕士１６人）。目前我台在读研究生共有１１１名。２００６年有１人获研究生院
院长奖学金优秀奖，１人获中国科学院刘永龄奖学金，１人被评为研究生院“优秀学生标兵”，２
人被评为研究生院“优秀学生干部”，１７名研究生被评为研究生院“三好学生”，２名毕业生被
评为上海市“优秀毕业生”，１名被评为研究生院“优秀毕业生”。２００６年博士后出站２人，进
站４人，目前在站博士后９人，是我台历年来最多的。

此外，我们积极发挥已引进人才的作用，充实学科带头人、研究中心负责人队伍，通过科研

组织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引导人才向重点发展领域集聚。同时我们注重现有人才的培养使用，

委以承担国家项目的重任，把年富力强的青年学者提升到副研究员、研究员岗位。这些人才的

引进和培养，极大地提高了我台科技队伍的创新能力，队伍整体实力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

３　开 发 工 作

上海天文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下称总公司）２００６年在完成年初经营目标的同时，还配合有
关部门做好服务工作。总公司投资的宇丰、射电、吴特三个公司基本完成经营计划，继续实现

经营盈利。２００６年我台还进行了投资公司的股份退出工作，已与吴特公司和射电公司签署了
股份转让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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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管 理 工 作

４．１积极组织力量争取科研经费，争取院更多的资源支持
２００６年，针对创新二期评估结果对我台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我们一方面做好职工的思

想和沟通工作，同时与院部、分院以及国家天文台申诉与沟通，向院领导和基础局领导汇报情

况，并请院领导来台为职工鼓劲，树立信心，稳定人心，鼓舞士气；另一方面，积极组织力量争取

科研经费，包括创新三期百人名额、自然科学基金（包括联合基金）、杰出青年基金、院方向性

项目、财政部设备专项、上海市科委和国防工办、欧盟第六框架协议、科技部、８６３等经费。
４．２加强人力资源的调配和干部管理工作

为提高队伍的整体素质和创新活力以及促进管理队伍的精干高效，２００６年，组织并完成
科技人员岗位的升级聘任工作。同时根据人员配置需求，组织并完成了图书馆馆长、天文学进

展编辑、办公室管理岗位的社会公开招聘工作，组织台中层干部管理知识培训，质量管理体系

内人员、新进人员贯彻标准培训、新录用人员制度教育等。根据工作需要和部分人员的健康以

及退休等原因，我们对时频中心、ＶＬＢＩ研究室、财务处、佘山站四个部门的部分中层干部做了
调整。

４．３加强质量管理
制定了质量工作计划，布置年度质量工作，提出年度质量目标。组织质量管理体系内审和

管理评审，通过了新时代第３次监督审核和院有关部门的质量检查以及用户的第二方审核。
举办国军标、内审员、软件工程、可靠性等与质量有关的培训。组织和进行了顾客满意度调查，

２００６年我台综合顾客满意度达到９５％，实现了年初制定的“顾客满意度达到９０％以上”的质
量目标。

４．４加强保密和档案管理
做好保密日常工作管理，完成４个基建项目档案接收和２５米验收档案自查报告，对１９８０

年之前的档案，经验收后组织力量送院部档案馆，对６０公分卫星激光测距站、中青年、研究生、
南丹路园区４套基建档案进行归档。
４．５组织管理标准化达标自查工作

按照院部的要求，完成了“公文、档案、信息宣传、保卫保密”四项工作的标准化管理达标

自查；提出了机关管理流程。通过了“平安单位”考核，达到中国科学院安全管理工作二级标准。

４．６组织实施院资源规划项目（ＡＲＰ）工作
按院ＡＲＰ办公室的要求，２００６年２月份我台的人事、财务、科研、资产和电子政务工作进

入ＡＲＰ系统的试运行，并通过了上海分院ＡＲＰ工作组的检查。６月底我台的ＡＲＰ项目（一期）
实施工作通过了院ＡＲＰ验收小组的现场检查验收。目前我台的ＡＲＰ系统正在稳定地运行。
４．７做好基建管理工作

ＶＬＢＩ观测基地专家综合楼建设于２００６年９月完成竣工，１１月３０日通过院级验收；１．５
米望远镜观测室辅助楼装修工程２００６年２月全面结束；南丹路园区综合实验楼工程已经完成
初步设计报批、规划许可证报批、施工图报批，现已得到施工许可证，并已完成工程队的公开招

投标和施工场地的各种前期准备。此外，还完成了我台创新三期园区建设的规划和项目建议

书、天文大厦三楼大会议室和贵宾室的改造。

４．８做好支撑服务工作

４１ 中 国 科 学 院 上 海 天 文 台 年 刊　　　　　　　　　　　　　２００７年



信息计算中心除搞好常规服务、管理、出版和资料交换等工作外，完成了《天文学进展》和

《上海天文台年刊》的出版、发行工作；图书馆全年编目中西文图书５２０册，硕士、博士论文１８４
册，实现与５００多家单位进行馆际互借和原文全文传递，达到资源共享。通过 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
文摘数据库 ，完成了２００５年ＳＣＩ收录的天文及相关领域２０大类１４１０种期刊影响因子的统计
工作，与院国家科学图书馆合作，启动我台“学科化信息服务站”，做好我台的学科化文献信息

资源服务工作。计算机组为满足科研项目和办公用房调整的需要，及时进行了局域网的扩建

和调整工作，２００６年新增和调整的网络信息点是自１９９９年天文大厦局域网建立以来最多的
一年。计算机组在上海电信大客户部的帮助下，委托松江电信进行佘山园区的光缆建设，同时

借助上海电信的网络资源完成佘山园区到总部南丹路全程４６ｋｍ的１０Ｍ网络的开通，为２００７
年的探月项目正式联测做好网络保障工作。

５　精神文明和创新文化建设工作

５．１与社区单位共建，开展富有特色的创新文化建设活动
充分利用单位自身或所在社区的文体活动场所开展全民健身活动。２００６年，与上海市汇

师小学进行共建，汇师小学为我台职工及研究生提供活动场地和体育比赛场地。还因地制宜

开展群众性文体活动，建有篮球、足球、乒乓球、羽毛球、排舞、瑜伽等兴趣小组，定期开展活动。

健身活动满足了科研人员和职工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提高了科研人员和职工的身体素质，构

建了融洽和谐的人际关系，增强了单位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５．２开展“新时期、新任务、新贡献”主题活动并进行征文评选
历时一年多的“新时期、新任务、新贡献”主题征文活动于２００６年圆满结束。参与者中有

台领导、创新首席研究员、研究室和机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党支部书记、党员和一般职工。征文

的作者从各自的工作部位作为切入点，畅谈对“新时期、新任务、新贡献”的理解、体会和感想。

在全台职工的积极参与和支持下，主题活动达到了凝聚和团结全台职工的预期效果。在台

《简讯》上开辟了专栏，择优刊登了１６篇征文，并成立了评选小组，对征文进行评选。
５．３评选文明班组、文明职工和工会积极分子

２００６年，我台组织实施了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年度台文明班组、文明职工和工会积极分子的评选
工作。经各部门推荐申报，台考核领导小组和工会委员会集体讨论，评选马普小组等６个班组
为我台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年度文明班组，景益鹏等１６位职工为台文明职工，赵红丽等８位职工为工
会积极分子。

５．４加强科普基地建设，开展有特色的科普活动
我们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各种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活动。２００６年上海天文

博物馆继续保持良好的开放状态，共接待游客２０万人次，其中青少年约１２万人次。作为上海
科技周的特色科普项目，天文博物馆与松江区科委和上海工程技术大学联合举办了上海市高

校天文社团文化节。作为首批列入试点的科普教育基地，积极配合上海市科委和教委关于科

普教育基地为中小学素质教育提供科普基地的工作，协助编写科普基地实用教材。积极支持

各中小学开展科普素质教育，联系资深科研人员到学校去进行科普辅导，与上南中学、泗泾小

学等新签订了科普合作协议。同时继续完善“上海网上天文台”，做好与《新民晚报》联合开办

每月一次的“星空院线”栏目，向广大市民进行天文科普宣传。

５１总第２８期　　　　　　　　　　　　２００６：上海天文台再获新进展



ＴＨＥ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ＷＯＲＫＯＦ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ＡＳＴＲＯＮＯＭＩＣＡＬ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ＯＲＹＩＮ２００６

ＨＯＮＧＸｉａｏｙｕ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Ａｓｔｒｏｎｏｍｉｃａｌ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ｏｒｙ，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２０００３０）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ｎ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ｔｈｅ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ｈｕｍａｎ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ａｎｄｅｄｕｃａ
ｔｉｏｎ，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ｓｏｏｎｏｆ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ＡｓｔｒｏｎｏｍｉｃａｌＯｂ
ｓｅｒｖａｔｏｒｙｉｎ２００６ｉｓｂｒｉｅｆｌｙｒｅｖｉｅｗｅ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ａｎｄ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６１ 中 国 科 学 院 上 海 天 文 台 年 刊　　　　　　　　　　　　　２００７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