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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际无线电科学联盟 URSI 电磁计量专业委员会 Commission A 准备提交 2020 年关

于 UTC 连续的问题提案，草案征求意见期间，URSI 中国委员会的电磁计量委员会表达了

反对意见，引起国际组织的高度重视，引发了关于 UTC 是否继续闰秒的再讨论，这里揭

示了 UTC 闰秒和时间连续性问题的本质，介绍了支持和反对取消闰秒的双方观点，比较

了 URSI 声明的初稿和最终稿，中国的反对意见对国际组织的提案和国际时间规则的修订

产生了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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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electromagnetic metrology Commission A of the Union of Radio Science International 

(URSI) is about to draft a resolution about continuing Coordinate Universal Time (UTC) in 2020. During the 

period of time for taking advice, China Commit of URSI expressed its oppositive opinion. This drew much at-

tention in the URSI, and led to a debate about whether inserting leap second into UTC is necessary or not. This 

paper revealed here the nature of the problem about UTC’s leap second and time continuity, introduced the 

views pro and con, and compared the initial and final drafts of the statement by URSI. The oppositive opi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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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China created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resolu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nd the emend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time rule. 

Key words：leap second; coordinate universal time(UTC); universal time(UT1); international atomic 

time(TAI); inertial coordinate; non-inertial coordinate 

0  引言 

协调世界时（UTC）是世界各国公认的全球标准时间，时间规则的制定和修改需要由相关国

际组织达成一致意见，才能被各国政府共同采纳，实现时间计量的全球统一。国际电信联盟（ITU）

是全球时间统一重要的国际组织，ITU 要求全球各守时实验室保持的时间基准 UTC（k）与国际标

准时间 UTC 的偏差须控制在±100 ns 以内。另一个国际组织国际计量大会（CGPM）及其执行机构

国际计量局（BIPM）负责 UTC 的归算和国际时间公报（T 公报）的发布。UTC 是否继续闰秒的问

题由来已久 [1]，不仅仅涉及科学技术层面，更影响管理层面，甚至涉及政治层面。2000 年 ITU 的

无线通信部（ITU-R）发起了“UTC 的未来”的讨论，该议题的核心就是是否取消闰秒的问题，中

国曾于 2008 年、2009 年和 2011 年在 ITU 会议上，3 次提交书面建议，并口头发言，表示中国的

态度是希望保持现有 UTC 的定义不变，即 TAI 与 UT1 的关系。2012 年 ITU 大会没有形成一致意

见。2015 年中国代表支持大多数国家代表的意见，在 ITU 大会上投了赞成票，通过了 WRC15 决

议。但是由于英国和俄罗斯的反对，UTC 至今还保持闰秒。国际无线电科学联盟（URSI）是非政

府间国际组织，是各国无线电科学家谈论科学技术的平台，1999 年 ITU-R 向 URSI 征求关于 UTC

闰秒问题的建议，从那时起，URSI 的电磁计量专业委员会（Commission A，简写为 Com A）便成

为讨论 UTC 闰秒问题最活跃的平台之一。2014 年 URSI-Com A 的各国科学家一致通过了“建议保

持 UTC 连续，不再增加闰秒”的提案，形成 URSI-GASS2014 大会决议，支撑了 ITU-WRC15 的 655

决议通过。按照 WRC15-655 决议，大家又在进行新一轮的 UTC 闰秒议题研究。 

1  UTC 闰秒的由来 

最早人们在地心坐标系上观测日出日落，世界时的 1 s 定义为平均太阳日 1/86 400，当时观测

技术最先进的伦敦格林尼治天文台把中午日影最短的时刻定为本地 12:00，称为正午，过此天文台

的地球经线一半弧为午，另半弧为子，全周为本初子午线，也称为零度经线，1867 年天文台长马

斯开林编制了《英国航海天文历》，格林尼治时间（GMT）被公认为世界标准时间，现在把地球自

转平均周期的时间称作“世界时（UT）”，修正极移的影响后的世界时为 UT1。所以 UT1 仅仅包含

了地球自转的信息，用 UT1 的秒长无法观测到地球自身的转速漂移和不稳定。进而，天文学家以

遥远恒星为参考，把观测坐标系的原点移到了太阳系质心，采用更稳定的地球公转周期，1960 年

国际单位制 SI 规定 [2]“秒是自历书时 1900 年 1 月 0 日 12 时起算的回归年的 1/31 556 925.974 7”，

至此，秒的定义与地球自转脱钩。1955 年原子钟诞生之前，时间的定义源自于天文观测。原子钟

的诞生提升了天文观测的精度，把定义时间单位的任务从天文学家手中交给了计量学家，1967 年

第 13 届国际计量大会（CGPM）对 SI 秒重新定义为：“秒是铯 133 原子基态的两个超精细能级之

间跃迁辐射的 9 192 631 770 个周期的持续时间”。用 1950 年左右的回归年观测数据确定了铯 133

原子频率常数 Cs
[3]。 Cs 的出现使时间单位与地球公转周期脱钩，又进一步与天文观测脱钩。

用原子钟测量发现地球自转不均匀，转速趋势减慢。国际原子时（TAI）从 1958 年 1 月 1 日 0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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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分 0 秒起与 UT1 时刻对齐，其秒长由国际单位制 SI 秒定义，然而“时间”不仅仅是秒长的计量

问题，更重要的是“时刻”。随着时间的推移，原子时 TAI 与世界时 UT1 的时刻偏差越来越大。

为解决这个矛盾，1972 年国际上采用了协调世界时（UTC），UTC 采用 TAI 的秒长，当 |UTC - UT1|

接近 0.9 s 条件时，UTC 就需要增加 1 个闰秒 [4]，不是任意日期都能够加入闰秒的，首选在 6 月 30

日或 12 月 31 日两个特殊日期，其次还可能在 3 月 31 日或 9 月 30 日两个日期的最后一秒。下一

个闰秒何时加入？没有规律可循。从 1958 年到 2017 年曾经加入了 37 个闰秒，平均 1.6 年增加 1

个闰秒，而从 2017 年 1 月 1 日到 2021 年 12 月 31 日，连续 5 年没有新增闰秒 [5]。国际地球自转组

织（IERS）是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利用 VLBI 等技术 [6]，以美国海军天文台（USNO）为主联合全

球多个天文观测站测量地球自转参数（EOP），预估未来 6 个月的 TAI 与 UTC 差值，公布在

www.iers.org 网站 IERS Bulletins C，该结果通报给国际计量局 BIPM，然后由 BIPM 组织全球守时实

验室处理闰秒问题。例如，北京在东 8 时区，闰秒那一天的 07:59:59/07:59:60 为闰秒时间，之后

再从 08:00:00 连续计算时间。 

2  时间连续性问题 

闰秒的最大问题是时间连续性问题。一种观点是“闰秒造成了时间不均匀，使时间不连续”[7-8]。

这个问题需要从不同角度来解读。  

国际原子时 TAI，采用 SI 秒连续累计时间，这是连续的时间坐标，若不考虑相对论效应，则

坐标刻度间隔是均匀的。 

为什么我们不用 TAI 而热衷于 UTC 呢？因为 UTC 源自于 UT1，影响人们最深的时间概念来自

于年月日时分秒这套约定俗成的时间规则 [9]。这种时间单位和时间进制更适合描述周期性的自然规

律，如地球自转周期为 1 日，地球公转周期为 1 年，60 是 2、3、4、5、6、10、15、20、30 的公

倍数，1 min = 60 s 的六十进制更适合于描述匀速周期变化和圆周运动。只有遵循传统的时间规则，

人们才有了时间的概念，方便了交流沟通。  

天文学需要连续的时间坐标，为了避免闰年、闰月不均匀的影响，采用了儒略日（Julian day）

时间坐标轴，起始点在公元前 4713 年 1 月 1 日中午 12 点，坐标刻度是日，连续计算日期。这种

连续的时间有利于科学研究，不利于生活使用，如某人的生日为 2 443 781.5  JD，看起来很不方便。 

时间在物理意义上是连续的，只是我们采用了一套逻辑规则，规定了进位法则，才造成了时

间不均匀不连续的错觉。当前几个全球卫星导航系统（GNSS），如北斗、GPS 等，都使用 SI 秒测

量时间，都是连续的，也都是在导航报文中播发导航时间与 UTC 的差值，接收机读报文中的信息，

计算本地的 UTC 时间。导航系统不存在所谓 UTC 时间连续性问题。 

追根溯源，时间连续性问题，是没有区分两种坐标系上的时间，混淆使用时间单位造成的。

离开空间谈时间是没有意义的，绝对独立于空间的时间是不存在的。时间和空间联系在一起才是

自然，古代称为宇和宙。在地球上，一种坐标系是惯性坐标系，不随地球旋转，为了便于天体观

测和航天活动，科学家定义了地心天球坐标系，坐标系原点是地球质心，在原点上的时间称为坐

标时（TCG），惯性坐标系上除了坐标原点和无穷远点外，其他各处都受到相对论效应影响，造成

时钟走速不同。为便于测量，定义了大地水准面，在大地水准面上的相对论效应的影响量为常数，

国际原子时 TAI 在大地水准面上复现 SI 秒，TAI 与地球质心坐标时（TCG）有固定走速偏差，本

质上都属于惯性坐标系上的时间，所以 SI 秒属于惯性坐标系的时间单位。另一种坐标系是非惯性

坐标系，非惯性坐标系是固定在地球上，且随地球自转的坐标系，在此坐标系上以地球自转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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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观测太阳的运动周期，定义了一种时间称为世界时，UT1 就是非惯性坐标系上的时间，UT1

使用的时间单位（秒、分、时、日、月、年）和进制规则都只适用于这种非惯性坐标系，即符合

周期变化和周期运动规律。两种坐标系上的“秒”仅在 TAI 的起始时刻有相同的数值，本质上是

不同的，除了定义不同外，所适用的空间范围和适用的对象也是不同的，这是最容易混淆之处。

国际单位制定义 SI 秒后，只把 UT1 定义的非惯性坐标系的“秒”形式上搬到了惯性坐标系，让“秒”

与地球自转脱钩，却仍继续沿用非惯性坐标系上的其他单位（分、时、日、月、年），这就造成了

惯性坐标系上的 SI 秒与非惯性坐标系上的其他单位不兼容的矛盾。就像一台机器只改变了动力齿

轮，却没有更新其他齿轮一样，新旧齿轮之间不匹配出现了矛盾。解决这个矛盾最简单的办法就

是闰秒。从惯性坐标系上看，闰秒造成了 1 min = 61 s 的现象，把此现象说成不连续，或者非线性，

其本质是用错了时间单位，除已定义的 SI 秒外，把非惯性坐标系上的其他时间单位照搬到了惯性

坐标系中。反过来从非惯性坐标系上看，闰秒修正了惯性坐标系的 SI 秒在地球自转中的非整周期

偏差，维持了其他单位与自然和谐的关系，就像闰年、闰月一样，修正了地球公转周期  = 365.242 

5 d 的非整周期偏差，这种时间规则匹配了周期运动现象。空间计量理论告诉我们“不同坐标系之

间不具备同时性” [10]。从不同坐标系上看闰秒问题，会有不同的结论。  

3  URSI-Commission A 的草案征求意见 

为推进此问题在 ITU-R 和 CCTF 再次表决，2020 年 2 月 19 日 URSI-Com A 主席 Y. Koyama 起

草了“URSI 有关 UTC 需要连续的声明”，再次征求各国官方委员的意见。Com A 中国区主席在微

信群中发起了讨论，邀请了中国计量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国家授时中心、北京卫星导航中心、北

京无线电计量测试研究所、北京东方计量测试研究所、军事科学院系统工程研究院军标所、国防

科技大学等 19 位专家，还邀请了 URSI 中国委员会秘书长作为观察员。各位专家围绕是否赞成 UTC

连续，讨论形成了两种对立的观点，综合考虑多数专家的意见，给 URSI 中国委员会建议“维持

UTC 现状，继续闰秒”，报中国电子学会 URSI 中国委员会批准。URSI 中国委员会认为 UTC 闰秒

的问题涉及我国重大战略基础，时间规则的修改也是国际上重大基础问题，支持 Com A 中国委员

会的建议，以 URSI 中国电子学会 CIE 正式意见报送到 URSI Comission A。至 3 月 1 日草案征集意

见结束后，只有中国 1 张反对票。URSI-Com A 主席 Y. Koyama 非常重视这 1 票反对意见，他认为

URSI 是世界无线电科学家们向 ITU-R 和 CCTF 反映此问题意见的唯一平台，我们不能错过难得的

机会，为促成草案达成一致意见，提议再组织一个特别草案起草小组修改草案，特邀 Com A 的中

国区主席刘民、BIPM 时频主任 P. Tavella、原美国海军天文台时频主任 D. Matsakis 参加小组，报

名参加特别小组的还有美国 2 名、法国 2 名、印度 5 名、中国、日本、以色列、意大利、墨西哥

各 1 名代表，中国计量科学院李天初院士和瑞典科学院 C. Rieck 两位作为观测员。最初的草案继

承了 2014 年 URSI-GASS 大会的观点，题为“Statements from URSI on the need for continuous UTC”

（国际无线电科学联盟关于需要连续 UTC 的声明），见图 1。 

4  URSI 中国委员会的建议 

上述草案征求意见后，只有中国委员会提出不同意见。经过国内时频领域 19 位专家讨论，中

国电子学会 CIE 国际无线电科学联盟 URSI 中国委员会的主席吴健、副主席陶然、秘书长林润华、

国际合作部主任王桓召开时频会议，审议通过了正式报送国际组织的官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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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TC 应该保持闰秒。我们的观点是 UTC 应该继续插入闰秒保持 |UTC  -  UT1|
 <  0.9 s，直到我们

已经找到了一种明确的方案来解决 UT1 信息从标准时间中消失的问题。至今，中国的一些学者、

研究机构和部门仍然不能对撤销闰秒带给他们潜在负面的影响给出准确和广泛的评估。考虑这种

情况，他们建议现在还不是讨论此问题的时机，他们仍然需要 UT1 跟随 UTC 一同被授时，因为对

其测控系统和软件来说 UT1 仍然非常重要。 

5  国内专家主要意见 

支持取消闰秒的正方意见，和建议保留闰秒的反方意见，综合如下。  

5.1  正方意见 

1）闰秒的加入是非线性的 

人们总希望时间是均匀流逝的，然而，总有平年、闰年、大月、小月，和闰秒这些不等长的

因素造成时间刻度不均匀。天文观测的时间轴，为了避免年月的不等间隔，采用了儒略日时间轴，

但是闰秒的不均匀性给高精度的天文测量带来了麻烦，如脉冲星观测的时间坐标轴如果采用 UTC

将会出现脉冲周期跳变的现象，这也许是闰秒造成的；在标准时间内加入闰秒会给计算软件增添

不少麻烦。所以不管是闰秒、闰分、还是闰小时，这些非均匀的时间坐标轴，都会造成测量数据

的非线性。 

2）闰秒的未来难以准确预测  

国际地球自转参考系统服务（IERS）于 1988 年 1 月开始提供服务，提供国际天球框架（ICRF）

和国际地球框架参考框架（ITRF），提供地球方向参数（EOP）和相关协议（如标准、模型和常数）。

据 IERS 提供的网站数据，可预知未来 6 个月是否有闰秒。如果不精确计算的话，未来 30 年有多

少个闰秒大概可知，因为只了解到潮汐和大气的季节变化对地球自转的作用规律，其他影响还不

清楚，如地震、火山、海啸等，所以具体预测闰秒的时间还有难度 [11]。 

3）加入闰秒前后的时间可能无法同时  

虽然地球上不同时区的国家按照自己对应 GMT 时区，同时启动增加闰秒的操作，例如北京时

间 07:59:59/07:59:60 增加闰秒，由国家授时中心统一为全国用户增加闰秒。但是，授时到用户还

有一段时间，并不是所有用户都能及时获得授时信号，增加闰秒的同时性仅仅是理想状态。那么，

在调整了时钟的用户与尚未获得授时信号仍按原来时间工作的用户之间就会存在 1 s 的偏差。尤其

对于不能及时获得授时信号的短时间自主运行的设备，如潜艇、飞机、导弹等武器装备 1 s 的差异

将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5.2  反方意见 

1）UTC 的协调作用无法替代 

协调世界时 UTC 字面中的 coordinated 译为协调，有两方面含义：第一是协商一致的意思，各

行各业、各个国家和地区都认同 UTC 的规则和发布的主体，这种协调是人与自然、组织与组织、

国家与国家之间达成的协议；第二是解决地球自转时间周期与国际原子时 TAI 之间不和谐的问题，

UT1 的秒长是地球自转参数，地球自转不断减慢，如果不加入闰秒，我们所用的标准时间将与地

球自转渐行渐远，约 5 000 年后就会 |UTC  - UT1|相差 1 h。所以 UTC 协调作用无法替代。  

2）符合地球人类的作息习惯  

人类对时间的约定，最早是建立在日升日落的基础上。通过时间可知太阳的角度。如果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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闰秒 UTC 将失去计时观天象的作用，后人也很难计算早期发生的天文现象与时间的关系。闰秒对

人们日常生活没有太大影响，地球卫星导航系统的时间是不同于 UTC 的自成体系的时间系统，如

北斗时间（BDT）不加入闰秒，仅在短报文中告知用户 BDT 与 UTC 的差值，让用户自己参考使用。  

3）暂无新的替代方案  

地球上的标准时间公认是 UTC，如果不增加闰秒，则必须事先讨论出一个公认的替代方案，

该方案主要是解决时间统一问题。在没有替代方案之前如果一些国家取消了闰秒，而另一些国家

没有取消，将会产生更严重的后果。  

4）UT1 用户对 IERS 的依赖 

如果 UTC 授时信号中失去了与地球自转的联系，我们就必须依赖 IERS 获得地球自转信息，

受制于人。这些受影响的行业涉及与地球参考系有关测量，如天体观测中天文望远镜自动跟踪程

序、潜艇水下自主导航程序、甚长基线干涉（VLBI）观测、地球同步轨道卫星的轨位维持、空间

碎片和航天器的轨道测定等，还有一些军事活动和军工研制活动也会受到影响。如果 UTC 不再闰

秒了，就必须建设完善我们自己对 UT1 或地球轨道平面（EOP）的测定能力，对于一些没有高准

确度测量能力的国家和组织，就必须依赖 IERS。虽然目前 IERS 的服务是免费的，未来不一定这样。  

5）管理问题 

关于统一时间的问题，是相对而言的，在一个独立系统内可以自行定义时间的规则，比如卫

星导航系统、电力系统、铁路系统、金融系统、网络系统，军用时间系统等，各自用自己守时中

心，在系统内实现授时，可以实现系统内部的时间统一，不会有时间冲突的问题。如果跨越多个

系统来说统一时间的问题，就必须约定规则，达成共识。这里更多的不是技术问题，而是管理问

题甚至是政治问题。  

6  Commission A 中国区主席写给特别草案小组的补充说明 

我们知道目前 UTC 的分、时、天、年不是均匀间隔的时间坐标轴，闰秒增加也很难准确预测，

闰秒不可能同时变更，这些缺点给一些需要连续时间坐标轴的用户带来一些麻烦。但是这些问题

可以用现代的网络和卫星授时技术很方便的解决。 

另一方面，如果 UTC 不再闰秒将给另一些用户带来问题。UTC 是已经达成共识的，使用广泛

的标准时间，用户能够很方便地从 UTC 发播信号中获得两种信息，一是全球时间同步和 SI 秒，二

是地球自转的信息如 UT1。 

1）如果 UTC 改为连续，不再闰秒，那么授时信号中将失去地球自转的信息，那些需要地球

自转信息的用户只能在一些网站上（如 www.iers.org）查找。这些网站有多少访问承载能力，会不

会阻塞和崩溃，没有相关试验报道。已经依赖 UTC 授时信号的硬件和软件必须投入巨大改造经费。

这些受影响的行业涉及与地球自转有关的测量和控制，如天体观测中天文望远镜自动跟踪程序、

卫星发射时间控制、地球同步轨道 GEO 卫星的轨位维持、和观测天线的角度扫描和坐标系换算算

法等。 

2）全球卫星导航 GNSS（如 BDS、GPS、Glonass、Galileo）在报文中要给出 GNSS 时间与 UTC

的差值，如果 UTC 连续不再闰秒，那么差值就是一个固定的常数，导航报文中失去了地球自转信

息 UT1。 

3）协调世界时 UTC 字面中的 coordinated 译为协调，有三方面含义：第一是解决地球自转时

间周期与国际原子时 TAI 之间不和谐的问题，维持 TAI -  UT1 的差值不超过 1 s；第二是时间与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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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协调，时间不能离开空间单独存在，TAI 是建立在地球惯性坐标系上的时间，UT1 是建立在

地心地固坐标系，非惯性坐标系上的时间，UTC 协调两种坐标系的时间，不能说哪个坐标系更重

要，两个都不可缺少；第三是协商一致的意思，各行各业、各个国家和地区都认同 UTC 的规则和

发布的主体，这种协调是人与自然、组织与组织、国家与国家之间达成的协议。所以 UTC 协调作

用无法替代，如果 UTC 不再闰秒，将失去协调的含义，我们如何称之为协调世界时呢？  

4）人类对时间的约定，最早是建立在日升日落的基础上的。通过时间可知太阳的角度。60 s

为 1 min，60 min 为 1 h，24 h 为 1 d，这样的六十进制规则是适用于圆周运动的规律，是符合 UT1

的数学基础。而 UTC 连续不再闰秒后就不再与圆周运动的地球自转有任何联系，也就没有不要占

用秒—分—时—日的进制规则，把此规则留给 UT1，让地球上的人类继续使用。TAI 改用十进制

更能表现时间轴的线性。可以另外命名一个新的词，也可以使用 TAI。  

5）需要连续时间的用户可以很方便地从 GNSS 授时信号中获得连续的时间轴，而且与 TAI 同

步。若 UTC 连续后，需要 UT1 的用户，将无法方便地获得 UT1。 

6）如果 UTC 不再闰秒，那么全球授时信号将选择哪种时间坐标？播报新 UTC 还是 UT1？授

时系统如果要兼顾两种需求的用户，就必须研究同时授时两种时间的技术，或者先解决了地球自

转和定向参数单独发送问题后，再来讨论 UTC 连续的问题。在没有准备好之前，建议不要改变 UTC

的现状。 

总之，UTC 闰秒问题不能简单地理解为连续的标准时间更加科学的问题，鉴于 UT1 和地球自

转参数的重要性，当前尚无很好的方案解决上述问题，我们决定暂时保持 UTC 现状。 

7  URSI-Commission A 的最终提案 

特别草案小组以邮件群发的形式开展了 19 天，主要改进点在于：首先把题目中的“UTC”改

成了“参考时间”，回避了“协调”的异议；其次表达了 UT1 用户关切；最后提出了在卫星导航授

时和网络授时信号中增加 UT1  - UTC 信息。而当前的 GNSS 报文中播发的信息是导航系统时间与

UTC 的差值，这需要卫星导航设计者引以关注。  

栏目  草案征求意见稿 2020 年 2 月 19 日  特别小组的最终提案稿 2020 年 3 月 26 日  

题目  
国际无线电科学联盟关于需要连续 UTC

的声明  

关于需要一个连续的标准时间尺度的来自 URSI 的

声明  

考虑到  

a）当前用不定期的闰秒维持协调世界时

UTC 和地球自转角度时间尺度 UT1 在 0.9 s

内保持一致的实际操作，从 1990 年代讨

论至今。  

a）当前用不定期的闰秒维持协调世界时 UTC 和地

球自转角度时间尺度 UT1 在 0.9  s 内保持一致的实

际操作，从 1990 年代讨论至今。  

b）国际电信联盟 ITU 在其 2015 年世界   

无线电会议（WRC-15）和 WRC-15 的 655

号决议中讨论了时间尺度实现和通过无

线通信系统授时问题，需要与国际无线电

科学联盟 URSI 和其他相关国际组织合

b）国际电信联盟的无线通信部门（ ITU-R）在其  

2015 年世界无线电会议（WRC-15）和 WRC-15 的

655 号决议中讨论了时间尺度实现和通过无线通信

系统授时问题，需要与国际无线电科学联盟 URSI

和其他相关国际组织合作，更长远、更广泛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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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更长远、更广泛地研究当前和未来潜

在的不同领域未来参考时间尺度，包括其

影响和应用。  

当前和未来潜在的不同领域未来参考时间尺度，包

括其影响和应用。  

 

c）在 2018 年第 26 届国际计量大会 CGPM

上形式上确认了国际原子时 TAI 和协调

世界时 UTC 的定义，还请求所有相关国

际组织和联盟一起协作在标准时间尺度

上达成共同理解，它们的产生和授时要考

虑目前的在 UT1 -  UTC 的最大幅值上的限

值，为了满足当前和未来用户群体的需求。 

c）在 2018 年第 26 届国际计量大会 CGPM 上形式

上确认了国际原子时 TAI 和协调世界时 UTC 的定

义，还请求所有相关国际组织和联盟一起协作在标

准时间尺度上达成共同理解，它们的产生和授时要

考虑目前的在 UT1  -  UTC 的最大幅值上的限值，为

了满足当前和未来用户群体的需求。  

 

d）URSI-Com A 组织了更广泛的咨询，向来自不同

领域的专家征求他们对于采纳连续的标准时间尺

度的意见。  

注意到  

d）引入闰秒已经导致了严重的问题，也

在世界范围内导致一些应用的中断，如卫

星导航和计算机网络等需要连续时间参

考的应用。为了减弱问题的影响，不同的

用户采取了一些替代方法，或者使用了非

标准的连续时间参考（如 GPS 时间），或

者采用了不同制造商提供的与 UT1 同步

时间的方法。这些做法反过来又给用户造

成混乱和错误。  

e）引入闰秒已经导致了严重的问题，也在世界范

围内导致一些应用的中断，如卫星导航、分布式测

量系统和计算机网络等需要连续时间参考的应用。

为了减弱问题的影响，不同的用户采取了一些行

动，或者使用了非标准的连续时间参考（如 GPS 时

间），或者采用了不同制造商提供的与 UT1 同步时间

的方法。这些做法反过来又给用户造成混乱和错误。 

 
f）在插入闰秒的期间，由于模棱两可，计量溯源到

UTC 的用户经常不能实现。  

 
g）改变当前保持 UTC 与 UT1 在 0.9 s 内一致规则，

仍然有不可预测的顾虑。  

 

h）UT1 对于诸如航天工业、地球基地观测等领域，

以及对于在固定与旋转参考系之间信息转换是必

须的；并且对这些应用来说，实时授时 UT1 信号也

是需要的。  

 

i）UT1  -  UTC 的定义值可由国际地球自转参考系统

服务（IERS）网站、其他无线信号的时间授时技术、

GNSS 和网络时间协议提供。  

  

j）TAI 应该不被考虑作为一种可实现连续参考时间

尺度的选项；在它的当前状态下，它只提供频率参

考，不被时钟授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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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到  

e）于 1996 年，在法国里尔（Lille），URSI

大会上通过了巩固 URSI 与 ITU 关系的决

议，决定 URSI 理事会必须在共同关心的

具体问题方向上同 ITU 合作，这样的议题

以适当的形式准备 URSI 的声明。  

k）于 1996 年，在法国里尔（Lille），URSI 大会上

通过了巩固 URSI 与 ITU 关系的决议，决定 URSI

理事会必须在共同关心的具体问题方向上同 ITU 合

作，这样的议题以适当的形式准备 URSI 的声明。  

f）2002 年成立了 URSI 扩大工作组，已经

识别出来偶发的闰秒调整带来的风险。  

l）2002 年成立了 URSI 扩大工作组，已经识别出来

偶发的闰秒调整带来的风险。  

g）1999 年 URSI Commission A（电磁计量）

表达了意见，插入闰秒的程序必须被停

止，UTC 应该成为一个连续的参考时间尺

度，这个观点在 2014 年由 Com A 的决议

确认下来。  

m）1999 年 URSI Commission A（电磁计量）表达了

意见，插入闰秒的程序必须被停止，UTC 应该成为

一个连续的参考时间尺度，这个观点在 2014 年由

Com A 的决议确认下来。  

URSI 作

出 决 定  

的 声 明  

 

A）所有 GNSS 被要求在资金支持、能力和发展潜

力等方面考虑广播 UT1  -  UTC，以 1 ms 或更高精度。

此外，通过互联网提供 UT1  -  UTC 的系统需要加固

以防范黑客攻击，还必须补充第二个来源，常年满

足仅要求 UT1
 
-

 
UTC 信息的用户的需求。  

国际无线电科学联盟 URSI 的无线电科学

家们已经识别到由未来长期不可预测的

插入闰秒导致的各种风险，还识别到在无

线电领域的科学研究和相关活动中，一个

独一无二且连续的标准时间是至关重要

的。进一步得出结论，与适应系统和软件

需要有关的技术顾虑能被解决，一个连续

参考时间尺度的好处，科学性与可操作性

相比，挑战是正常的，因此 URSI 的意见

是 在 公 布 通 知 的 适 当 时 间 之 后 ，      

|UT1  -  UTC |允差宽度应该不再被限制。  

B）国际无线电科学联盟 URSI 的无线电科学家们已

经识别到由于在 UTC 未来长期不可预测闰秒调整

导致的风险，还识别到在无线电领域的科学研究和

相关活动中，一个独一无二且连续的标准时间是至

关重要的。进一步得出结论，大多数与适应系统和

软件需要有关的技术顾虑能被解决，一个连续参考

时间尺度的好处，科学性与可操作性相比，挑战是

正常的，因此 URSI 的意见是在公布通知，且实时

授时 UT1  -  UTC 已经实现，且到 2023 年没有发现有

致命问题之后的适当时间，取消当前对 UT1  -  UTC

最大幅值的限制。  

图 1  URSI-Commission A 的草案征求意见与提案对照图 

8  结论 

UTC 是否继续闰秒的问题，已经在国际上讨论 20 多年，中国代表在 ITU 上和 CGPM 上也曾表

达过明确意见，那时支持了国际上大多数国家的意见，让 UTC 不再闰秒。但是随着我国国际地位

的提升，承担了更多的国际责任，尤其是新时代以来国际形势发展变化，许多学者重新审视了 UTC

闰秒的利弊，本次给出了不同以往的建议。本次再议闰秒问题，在国内借助微信群，在国际上借

助电子邮件群，广泛组织代表不同观点的专家，开展了高效而热烈的讨论，达到了科学、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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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透明、集中统一的效果。在 URSI 国际组织中仅有来自中国的 1 票反对意见，中国的意见引

起国际组织高度重视，最终提案是折衷的结果，纳入了我国学者的部分意见，达到了表达 UT1 用

户关切的目的。在这个过程中提升了我国的国际话语权，在国际时间规则的制定中发挥了积极推

动作用。同时，也意识到发展独立自主的地球自转参数 EOP 测量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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