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次全国空间天气学研讨会在成都马家花园宾馆成功举行

（2001.10.10) 

 

    2001 年 9 月 15 日～22 日，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地球科学部、“九·五”重大基金项目“日

地空间灾害性扰动过程及其对人类活动的影响”和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与应用研究中心空间天气学重

点实验室联合举办的第四次全国空间天气学会议在四川成都市成功举行。 

    国家科技部基础司邵立勤副司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地球科学部地球物理和空间物理学科

主任于晟博士，国际日地物理委员会执行秘书 Joe H. Allen 博士，国际第 23 太阳周研究委员会主席

S. T. Wu 教授，美国 Catholic 大学 Y. C. Whang 教授，中国科学院方成院士、王水院士、滕吉文院

士，以及宋笑亭博士、高增勇高级工程师、张贵银高级工程师等领导和知名科技专家出席本次会议，

并作了重要讲话和专题报告。方成院士、肖佐教授和宋笑亭博士分别代表天文学会、空间科学学会和

应用部门代表致词，王水院士、滕吉文院士和颜毅华博士还分别作为与会的日地物理、地球科学和青

年人代表发言，一致表达了对我国空间天气学发展的关心和支持。参加会议的有来自中国科学院空间

科学与应用研究中心、国家天文台、云南天文台、紫金山天文台、地质和地球物理研究所、武汉物理

与数学研究所、中国地震局、中国极地研究所、信息产业部 22 所、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五院 501

部、中国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台湾中央大学、

奥地利科学院等以及部分用户（总参气象局、总参通信部、第二炮兵、解放军理工大学、《军事气象》

杂志社）等 20 余个单位的代表 120 余人。令人欣喜的是，与会代表中 45 岁以下的年轻人超过了总数

的一半以上，他们是空间天气学的明日之星，使会议充满了生机。会议交流论文近 100 篇。  

 
科技部基础司邵立勤副司长、自然科学基金委地球物理和空间物理学科主任于晟在会上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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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天气学重点实验室魏

奉思研究员、国际日地物

理委员会执行秘书 Joe  H. 

Allen博士作报告 

 

滕吉文院士、方成院士在大会上发言 S. T. Wu教授、王水院士、宋笑亭博士在会上发言 

 

    空间天气学是一门把日地系统中空间天气的研究与地面、空间技术系统的应用紧密结合的、具有

国际性的、迅速发展的交叉新学科。短短几年时间，它已成为国际科技活动热点之一，引起各国政府、

科技界和社会公众的极大关注，已成为发达国家的国家行为之一。国际日地物理委员会执行秘书

J.H.Allen 博士就"空间天气与卫星异常"的专题报告引起了应用部门的普遍关注。 

    本次会议的主题为空间灾害性天气过程及其对人类活动的影响。与会领导就国家“十·五”规划

中涉及到空间天气学发展的政策和精神以及国家空间天气发展战略建议等作了专门报告，大家深受鼓

舞。会议认为，自第一次全国空间天气学会议以来，中国的空间天气学研究取得了令人鼓舞的发展――

建立了一批地基观测设备、空间探测开始起步、各方面研究开始注意应用综合性的学科交叉的资料、

年轻人队伍开始成长起来。 

    会议主要就下面几个问题进行了交流和研讨，提出了很多切实可行的重要建议，引起了与会代表

的普遍关注和高度兴趣。 

    1.空间天气学研究的近期重要进展、2000 年 7 月和 2001 年 4 月等空间灾害性天气对航天、通信

等影响的综合研究； 

    2. 国家“九·五”重大基金项目《日地空间灾害性扰动过程及其对人类活动的影响》的中期研

究进展； 

    3. 加快实现国家重大科学工程项目《子午工程》国际化的建议； 

    4. 如何继续完善和推进我国《国家空间天气战略计划（建议）》； 

    5. 如何推进空间天气研究与用户需求的结合。 

    与会代表一致建议：进一步加强空间天气研究和应用单位和部门之间的实质性合作，认真调研用

户部门的需求，共同开展交叉性课题研究；重视队伍建设，鼓励和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参与空间天气学

研究，拓宽科研视野和领域；大力加强宣传，通过多种途径，开展多层次的教育和科学普及；同时强

调今后的空间天气学研究要树立全局的观念，加强因果链的研究；加强理论与观测的结合；加强多种

资料的综合应用；加强应用方面的研究。 

    与会代表经过讨论，建议成立临时、过渡性的“空间天气协调组”，挂靠中国科学院《空间天气

学重点实验室》，负责协调各方面的努力，更有效地推动空间天气学的发展；会议建议第五次全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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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天气学会议争取由用户部门和有关单位联合举办。 

    基于当前空间天气学迅速发展的态势和日益增加的对空间天气的需求，会议大力呼吁国家有关部

门，如国家科技部、航天部等，应把空间天气研究作为我国的一种国家行为，制订统一的战略规划，

加强宏观调控，围绕国家发展目标与提高中国的综合国力做出我们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