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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进入正样研制
阶段，有望于2022年发
射升空

ASO-S：中国人
的“探日”天眼

我 们 的 A S O - S 卫
星将携带3台仪器，一
个 叫 全 日 面 矢 量 磁 像
仪 ， 专 门 观 测 太 阳 磁
场 ； 一 个 叫 硬 X 射 线
成 像 仪 ， 专 门 观 测 太
阳 耀 斑 ； 一 个 叫 莱 曼
阿 尔 法 太 阳 望 远 镜 ，
专 门 观 测 日 冕 物 质 抛
射。

— — 甘 为 群 
ASO-S卫星工程首席科
学 家 、 中 国 科 学 院 紫
金山天文台研究员

◎实习生 季天宇 
本报记者 张 晔

在距离地球1.5亿
公 里 的 太 空 中 ， 有 一
颗 时 时 刻 刻 都 在 发 光
发 热 的 巨 大 恒 星 ， 它
散 发 着 的 耀 眼 光 芒 ，
穿 透 大 气 ， 为 蔚 蓝 的
地 球 带 来 了 光 明 与 热
量，它便是太阳。

太 阳 ， 是 与 人 类
关 系 最 密 切 的 恒 星 ，
也 是 唯 一 一 颗 人 类 当
前 可 以 详 细 研 究 的 恒
星 ， 通 过 对 太 阳 的 详
细 研 究 ， 我 们 能 更
深 层 次 地 了 解 太 阳 磁
场 、 太 阳 耀 斑 和 日 冕
物质抛射(一磁两暴)。

“ 目 前 ， 我 国 第
一 颗 综 合 性 太 阳 探 测
卫 星 — — 先 进 天 基 太
阳 天 文 台 ( A S O - S ) ，
即 将 进 入 正 样 研 制 阶
段。”ASO-S卫星工程
首 席 科 学 家 、 中 国 科
学 院 紫 金 山 天 文 台 研
究 员 甘 为 群 告 诉 科 技
日报记者。

这 意 味 着 ， 卫
星 的 工 程 样 机 研 制
已 经 接 近 完 成 ， 再 经
过 1 年 左 右 的 正 样 研
制，ASO-S有望于2022
年 发 射 升 空 ， 届 时 将
详 细 记 录 第 二 十 五 个
太 阳 活 动 周 的 “ 太 阳
风 暴 ” ， 并 及 时 预 报
太 阳 爆 发 对 地 球 的 可
能影响。

太阳一“发威”后
果很严重

大约46亿年前，在
距离银河系中心约2.6万
光年之处的螺旋臂上，
一团分子云开始在自身
的引力作用下坍缩，并
逐渐形成了今天我们所
熟悉的太阳。

从古至今，太阳引
发了人类太多的思考，
我们对这颗耀眼的恒星
充满了好奇。不过，人
们最为关心的问题总是
绕不开太阳对地球造成
的影响。

尽管太阳与地球平
均距离达1.5亿公里，但
一旦太阳“发威”，就
会给地球带来不可估量
的后果。

2 0 0 3 年 1 0 月 3 1
日 ， 太 阳 爆 发 了 一 次
强 磁 暴 ， 使 欧 美 的
G O E S 、 A C E 、 S O H O  
WIND等一系列科学卫
星都遭受了不同程度损
害，导致全球卫星通讯
受到干扰，GPS全球定
位系统受到影响，定位
精度出现了偏差，致使
地面和空间一些需要即
时通讯和定位的交通系
统 出 现 不 同 程 度 的 瘫
痪。

究其原因，就是太

阳发射出大量带电高能
粒子，对地球电磁环境
造成严重破坏，其中尤
以太阳黑子、耀斑和日
冕物质抛射对地球电磁
环境影响最为显著。

太阳黑子存在于太
阳光球表面，是磁场的
聚集之处，借助现代科
技，科学家们观测到太
阳黑子的数量和位置每
隔11年就会出现周期性
的变化。

太阳耀斑则是一种
强烈的辐射爆炸，是太
阳系中最激烈的局地爆
炸事件，它所辐射出的
光的波长横跨整个电磁
波谱。

日冕物质抛射则是
太阳释放能量的另一种
形式，一次巨大的日冕
物质抛射可让数十亿吨
的物质短时间内离开太
阳。

“ 从 自 然 科 学 的
角 度 来 说 ， 太 阳 是 一
个 非 常 好 的 天 然 物 理
实验室，除了太阳内部
物理过程，对于太阳的
表面、大气、磁场、结
构 、 波 动 、 全 波 段 辐
射、等离子体、流体的
规律等我们都可以进行
观测研究。”甘为群说
道。

据计算，一旦发生
日冕物质抛射等爆发活
动，科学家可以在它影
响地球前至少40个小时
以内得到信息，从而及
时做出防护，避免可能
的破坏。

为天文学研究贡献
中国力量

自上世纪60年代以
来，世界各国已经先后

发射了70多颗太阳探测
卫星。

2018年，备受瞩目
的美国帕克太阳探测器
发射升空，它以前所未
有的近距离对太阳进行
观测，并已经获取了相
当的成果。

为什么要在空间进
行太阳探测？甘为群解
释说，由于地球存在大
气层，在地面只能观测
到太阳可见光和有限的
射电辐射，它们在宽广
的太阳辐射波谱中只占
很小的一部分。而更多
波段辐射，比如大部分
紫外和红外线、X射线和
伽马射线等高能辐射，
在到达地面前就被地球
大气吸收掉了。

去年7月，我国首次
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
号”探测器成功发射，
时隔多月，嫦娥五号返
回器在众盼之下携带月
球样品安全着陆……近
年来，我国“探月”“
探火”工程逐步推进，
不断取得重大突破，我
国“探日”工程也提上
日程。

2016年4月28日，中
国科学院空间科学战略
性先导科技专项背景型
号项目“先进天基太阳
天文台(ASO-S)”通过
了由中国科学院国家空
间科学中心组织的项目
结题评审。之后经过1年
多的深化研究和综合论
证，ASO-S在2017年底终
于获得中国科学院批复
工程立项。

早在1976年，我国
就尝试提出和实施太阳
空间探测卫星计划，数
十年过去，迄今我国仍

没有发射过一颗太阳探
测专用卫星。因此，中
国第一颗综合性太阳探
测卫星ASO-S受到了人
们的密切关注。

“打造这颗卫星的
想法在上世纪90年代就
已形成，之后经过不断
修正完善，直到2011年
中国科学院启动空间科
学先导专项，ASO-S才
得以走上正轨，经历了
空间科学卫星项目的一
套标准程序。”甘为群
表示，ASO-S预估在2022
年完成发射任务，随后
按照计划进入720公里高
的太阳同步轨道开始肩
负起探索太阳的重任。

“ 在 国 际 天 文 学
中，我国的太阳物理研
究论文总数已经位居世
界第二，但这些论文所
使用的数据大都来自国
外卫星的观测，我们缺
少原创性贡献。ASO-S
上天后不仅可以拥有第
一手数据，也将为国际
天文学研究贡献中国力
量。”甘为群说。

中国“探日”卫星
携带3件“法宝”

与 国 际 上 之 前 的
70多颗太阳探测卫星相
比，ASO-S卫星最大的
特点是要实现 “一磁两
暴”的科学目标，即在
一个卫星平台上同时观
测太阳磁场、太阳耀斑
和日冕抛射，研究它们
三者之间的关系。

为了观测“一磁两
暴 ” ， A S O - S 将 搭 载 3
台不同功能的太阳探测
望远镜，它们的有机组
合，是ASO-S的又一个
大特色。                  未完 

              ASO-S：中国人的“探日”天眼
                    有望于2022年发射升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