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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速递

本报讯 （记者 严粒粒 通讯员
张弛） 近日，2022 年 MIT Innova-
tors Under 35（全球“35 岁以下科
技创新 35 人”）评选结果公布，西湖
大学工学院29岁的助理教授、独立PI
王睿入选。

“35 岁以下科技创新35人”是全
球权威的青年科技创新人才评选之
一。从 1999 年开始，每年在全球范
围内寻找最有可能改变世界、极具才
华和创新精神的年轻技术人才、创新
者或企业家。

该榜单分为人工智能和机器人、
生物技术、材料科学、计算和气候变化
等五个领域。致力于新一代太阳能电
池研究的王睿，入选气候变化领域

“35 岁以下科技创新 35 人”。
西湖大学工学院院长程建军称：

“王睿教授是有机光伏和钙钛矿电池
领域一位优秀的青年材料科学家，他
和合作者曾多次创造光伏电池效率的
世界纪录，对开发高效、稳定的新一代
光伏电池有重要意义。”

西湖大学
青年科学家
入选全球榜单

延伸阅读

哈勃太空望远镜

哈勃太空望远镜以天文学家爱德
温·哈勃为名，于 1990 年发射。它成功
弥补了地面观测的不足，帮助解决了一
些长期困扰天文学家的问题，使得人类
对天文物理有更多的认识。

它的超深空视场则是目前能获得
的最深入，也是最敏锐的太空光学影
像。哈勃也被用来改善宇宙年龄的估
计，经由其观测的资料推断，宇宙的年
龄是 137 亿年。由哈勃提供的高解析
光谱和影像证实了黑洞存在于星系核
中的学说。此外，哈勃还获得了自从
1979 年航海家二号飞掠木星之后最为
清晰的影像，并且很幸运地捕捉了数个
世纪才会发生一次的彗星碰撞木星的
动力学事件。

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

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是美国航
空航天局、欧洲航天局和加拿大航空航
天局联合研发的红外线观测用太空望远
镜，为哈勃太空望远镜的继任者，于
2021年12月25日发射升空。它的面积
为哈勃太空望远镜的 5 倍以上，能在近
红外波段工作、能在接近绝对零度（相当
于零下273.15摄氏度）的环境中运行。

近日，据外媒报道，詹姆斯·韦伯太

空望远镜可能发现了宇宙中已知最早
的星系，该星系已经存在135亿年。

FAST射电望远镜

FAST 射电望远镜又被称为“中国
天眼”，是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的一
座射电望远镜，主体工程 2011 年开工，
2016 年落成，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填
充口径射电望远镜，还是仅次于俄罗斯
RATAN-600 环状射电望远镜的世界
第二大的单一口径射电望远镜。

钱德拉X射线天文台

钱德拉 X 射线天文台是 NASA 于
1999 年发射的 X 射线天文台，其特点
是兼具极高的空间分辨率和谱分辨率，
被认为是 X 射线天文学上具有里程碑
意义的空间望远镜，标志着 X 射线天文
学从测光时代进入了光谱时代。

它取得了大量的成果，包括发现了
中等质量黑洞的证据、发现伽马射线暴
中的 X 射线发射，观测到了银河系中心
超大质量黑洞人马座A的X射线辐射，
观测到了物质从原恒星盘落入恒星时
发出的X射线等。

费米伽马射线太空望远镜

费米伽马射线太空望远镜是在地
球低轨道的伽马射线天文台，是美国、

德国、法国、意大利、日本、瑞典联合，于
2008 年发射，用来进行大面积巡天以
研究天文物理或宇宙论现象，如活动星
系核、脉冲星、其他高能辐射来源和暗
物质。另外，它搭载的伽马射线暴监视
系统可用来研究伽马射线暴。

斯皮策太空望远镜

红外线的能量要低于可见光，因此
某些具有较低温度而不能辐射可见光
的天体则可以发射红外线，包括温度较
低的恒星（如褐矮星）、暗星云、红移星
系等。

斯 皮 策 太 空 望 远 镜 是 NASA 于
2003 年发射的一颗红外天文台，由于
设备本身也能产生红外线热量，所以斯
皮策太空望远镜保持低温工作，工作温
度低至零下 267 摄氏度，能看到太冷而
不能发出太多可见光的东西，包括系外
行星、褐矮星和在恒星之间的空间中发
现的冷物质。

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

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命名为“悟
空”，于 2015 年升空，是中国第一个空
间望远镜，用于探测暗物质，是现今观
测能段范围最宽、能量分辨率最优的暗
物质粒子空间探测器。

（何冬健 整理）

太空望远镜大盘点

阳光下泛着青翠的竹叶，窗台前晒
着日光浴的宠物，白天闪闪发亮的大都
市⋯⋯如此灿烂多姿的世界，离不开一
个重要的能量来源——太阳。

在距离地球 1.5 亿公里的太空中，
太阳亘古不变地“熊熊燃烧”着。它放
射的耀眼光芒，穿透地球大气，为我们
带来了光明与热量。

据悉，我国首颗综合性太阳探测
专 用 卫 星“ 先 进 天 基 太 阳 天 文 台 ”

（ASO-S）将于今年 10 月择机发射。
利 用 太 阳 活 动 第 25 周 峰 年 的 契 机 ，
它将对太阳上两类最剧烈的爆发现
象——太阳耀斑、日冕物质抛射，以
及全日面矢量磁场开展同时观测。

迎光启航，逐日而行。这颗卫星将
如何求索于日地间？本报专访先进天
基太阳天文台项目组成员、中国科学院
国家天文台科研人员王全，一探该项

“探日工程”的奥秘。

太阳“发脾气”有周期

故事还要从太阳定期发作的“小脾
气”说起。

看似温暖明媚的太阳，实际上还
有另一面。和人一样，当内部“压力”
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有时候也会偶
尔“发脾气”，需要释放——人类感情
的宣泄，往往是由于长时间精神压力
的积累，而太阳“发脾气”是由于其大
气 中 磁 场 能 量 积 累 到 一 定 程 度 的
结果。

这种“脾气”，首先由两位英国天文
学家——理查德·卡林顿和理查德·哈
德森——在 1859 年发生的一次巨大太
阳爆发中观测到。这两位“同名”先生
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在距离不到几十英
里的自家天文台里，看到了太阳的光学
辐射有显著增强。这种增强被称为“耀
斑”，它拥有着巨大的能量。

如果要分门别类，科学家平日里观
测到的太阳黑子、耀斑和日冕物质抛射
等太阳爆发活动导致的瞬变现象，以及
其持续不断地往外“吹”出的高温带电
粒子流，即太阳风，都是太阳“发脾气”
的不同体现。

“选择在今年发射，和太阳周期密
切相关。”王全介绍，如今太阳正处于第
25个活动周期的开始阶段，随着时间进
展，太阳黑子越来越多，太阳磁场会越
来越强，太阳的爆发就会增加，估计在
2024 年到 2026 年之间会达到一个峰
值。为先进天基太阳天文台设计的 4
年寿命，就是为了覆盖一个从开始到峰
值的较为完整的太阳周期而准备的，从
而可以获得尽可能多的观测样本。

太阳活动的基本标志是太阳黑
子。在《汉书·五行志》中，有这么一段
记载：“河平元年三月乙未，日出黄，有
黑气，大如钱，居日中央。”黑子看上去
很小，像太阳“脸上的痣”，但实际上，
一 个 中 等 黑 子 的 大 小 就 和 地 球 差
不多。

王全说，黑子本身并不黑，只是因
为其温度要比周围低而显得黑——太
阳光球层的平均温度是 5700 开尔文

（一种温度计量单位），黑子的温度则约

为4700开尔文左右。
现有研究表明，无论是黑子、太阳

耀斑抑或日冕物质抛射，它们的根源都
是太阳磁场。驱动太阳产生磁周期的
原因是什么？

“太阳南北两个半球的黑子磁极
是相反的，还存在 22 年的磁极转换周
期，即每 11 年磁场极性反转一次。”王
全说，同地球相似，太阳也有自转，但
其不同纬度的旋转速度不一样——区
域越靠近赤道转得越快，越靠近两极
则转得越慢，每隔半年左右赤道就会
比两极多转一圈。这种水平方向的剪
切运动，表现出来可能就是太阳 22 年
的磁周期。

观测地球上看不见的光

当我们想到太阳时，脑海中总是
会浮现出一个淡黄色球体。但实际
上，太阳远比这丰富多彩，它会释放
出所有波长的光。除了我们肉眼能
够看到的可见光之外，太阳还会释放
出波长更短的γ-射线、X-射线和紫
外线，以及波长更长的红外线和射电
波等等。

但地球的大气并非对所有的波段

都是透明的，在地面上只能观测到可见
光和红外光，以及有限的紫外光和射电
辐射，它们在宽广的太阳辐射波谱中只
占很小的一部分。所以，只有将探测器
发射到太空中去，避开地球大气的影
响，从各个波段研究太阳，才能够描绘
出一幅完整的图像。

“我们的先进天基太阳天文台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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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全说，3 台仪器各有
一些自己的特色。比如全日面矢量磁
像仪，其时间分辨率相对较高；硬 X 射
线成像仪比国际同类仪器探头数目要
多，有 99 个探测器；莱曼阿尔法太阳
望远镜则不仅能进行内日冕观测，同
时莱曼阿尔法谱线本身又是一个新的
观测波段窗口。

王全介绍，全日面矢量磁像仪系
统共有三种工作模式：常规模式、爆发
模式、定标模式。系统默认为常规模
式，该模式下时间分辨率 2 分钟。在
接收到外部指令后可以切换进入其他
模式。外部指令有两个来源：一是天
文台的其他两个仪器探测到太阳爆发

现象时发来的指令，这时候触发它的
爆发模式；另一个是项目组通过测控
指令，要求它进入爆发模式或者定标
模式。

“当然了，全日面矢量磁像仪观测
的原始数据是偏振信号，需要将原始数
据校正、定标、反演后才能获得矢量磁
场数据。”他说。

莱曼阿尔法是一种来自氢的紫外
线。观测发现氢原子的莱曼阿尔法线
是日面和日冕上观测到的最强的紫外
谱线，它对色球及日冕结构（如耀斑、暗
条、日冕物质抛射等）的辐射具有重要
的贡献。而莱曼阿尔法太阳望远镜选
择的就是在这一波长附近，准备首次开
展日面和日冕的成像观测。

硬 X 射线成像仪，需要攻克 3 项
关 键 核 心 技 术 ，自 主 创 新 难 度 非 常
大。以光栅的加工为例，硬 X 射线成
像仪的 99 个探头相当于一个个的小
眼睛，这些小眼睛前面是由硬金属加
工的光栅构成的，X 射线光子需要穿
过光栅中的缝隙，而最窄的缝隙只有
18 微米，比头发丝还要细。研究人员
把制作过程比作加工一本书，首先要
生产出带有狭缝的“纸”，再严格控制
好纸与纸之间的距离，黏成一本缝隙
均匀的厚“书”。

天 文 台 上 天 后 ，将 在 距 离 地 表
720 公里、周期约 99 分钟的太阳同步
晨 昏 轨 道 上 工 作 。 为 何 选 择 这 个
距离？

据介绍，轨道如果太低，许多仪器
需要的高能粒子会被地球大气吸收；如
果太高，在距地表 1000 公里的地方，太
阳高能粒子会与地球磁层作用产生地
磁壳层，拥有微波屏蔽的特性，同样会
影响天文台的观测。

研发人员经过轨道优化设计，论证
出 720 公里比较合适。这样的话，天文
台在轨道上只有在每年的 5 月中旬到 8
月共约 2.5 个月的时间存在阴影，每轨
最长阴影时间 18 分钟，差不多可以一

天24小时连续观测太阳。

服务空间天气预报

本月中旬，在距离地球 150 万千
米外的日地拉格朗日 L2 点，詹姆斯·
韦伯太空望远镜为我们带来了首批礼
物 ——一共 247 张彩色照片，画面清
晰，细节震撼。这个大事件令项目组振
奋不已。

《山海经》中夸父追日的故
事，广为人们熟知。先进

天基太阳天文台项目组何
不像夸父那样，追日而行，求

索于日地间？
当人类尚在蒙昧阶段的

时候，就对遥远的星空充满好
奇与探索的欲望，对星空的观测

与对岁时的观察，使天文学成为

人类历史最悠久的学科之一。
“人类花费心血去寻找脉冲星、超

新星等宇宙天体有什么现实意义？科
学研究就是人类探索未知的需求，并
非要有一个指定的目标。”7 月 24 日，
问天实验舱搭着长征五号 B 遥三运载
火箭“一飞冲天”时，国际宇航联空间
运输委员会副主席杨宇光这样告诉
我们。

浩瀚的宇宙仍有无尽的奥秘，空间
科学是叩问太空的使者。

“我们希望通过一种高精度的观
测，来揭示太阳内部的一种演化机制。”
王全表示，当前项目组面向太阳的科学
研究按照三步计划来走，提出理论——
数值模拟——实地观测证实。此次针
对太阳表层以及日冕磁场的观测，有助
于项目组模拟太阳内部的结构和数值，
为标准太阳模型的建立提供观测帮助，

“也为以后探日计划更进一步提供技术
上的支持”。

当然，尽管太阳与地球的距离“远
得很”，但一旦它“发威”，耀斑和日冕物
质抛射产生的磁云会裹挟着大量带电
高能粒子，直奔地球而来，对地球环境，
尤其是与现代生活息息相关的电磁环
境造成严重破坏。

2003 年，太阳不甘寂寞充当了一
次“捣蛋鬼”的角色，结结实实给地球捣
了一次乱，使全球的GOES、ACE、SO-
HO等一系列科学卫星都遭受了不同程
度损害，GPS 全球定位系统受到影响，
定位精度出现了偏差，甚至地面和空间
一些需要即时通讯和定位的交通系统
也遭到不同程度的瘫痪。

王全介绍，先进天基太阳天文台对
太阳耀斑和日冕物质抛射的同时观测，
可以直接用来服务于空间天气预报。

“对耀斑观测而言，我们可以提前
数分钟到数十分钟预报高能粒子的到
达时间。对日冕物质抛射而言，根据
先进天基太阳天文台上日冕仪观测到
的形状和方向，如果数据能够实时下
传，我们可以提前数十小时或数天预
报它到达地球轨道的时间。根据先进
天基太阳天文台对太阳磁场的观测，
还有可能对太阳爆发做出更早的预
报。”他说。

迎光启航 逐日而行
我国首颗综合性太阳探测专用卫星将发射

本报记者 何冬健

哈勃太空望远镜示意图。 视觉中国供图

科研人员对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铍镜部分进行一系列低温测试。 视觉中国供图科研人员对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铍镜部分进行一系列低温测试。 视觉中国供图

先进天基太阳天文台效果图。 受访者供图

太阳爆发日珥在极端紫外线下。
视觉中国供图

耀斑在太阳表面爆发。
视觉中国供图

24 日 14 时 22 分，长征五号 B 遥
三运载火箭在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
将我国空间站问天实验舱精准送入预
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凌霄“问天”，离不开硬核科技。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八院承担了问天实
验舱电源分系统、对接与转位机构分
系统、测控通信子系统、资源舱结构与
总装及电缆网研制等任务。

问天实验舱全长 17.9 米，发射质
量 23 吨，由工作舱、气闸舱及资源舱
三部分组成。资源舱在功能上，是空
间站的能源与动力中心，同时也是一
位“太空调解员”。它首先需要调解的
一个矛盾是：随着空间站成员越来越
多，如何缓解太阳电池翼互相遮挡的
现象？

八院研究团队创新性提出了“桁
架式资源舱构型”方案，采用局部桁架
结构承载太阳翼，采用二维驱动对日
定向。

问天实验舱在轨工作后，还将进
一步与天和核心舱协调。计划在轨将
天和核心舱的太阳电池翼，转移至资
源舱的桁架结构顶端，最优化地缓解
太阳电池翼互相遮挡的现象。

作为航天员未来在空间站内进行
空间生命科学研究的主要基地，问天
实验舱配置了多台科学实验机柜，许
多科学实验数据都需要实时传输，对
通信传输能力的需求大大增加。中国
航天科技集团八院电子所为问天实验
舱修建了一条太空通信的“高速公
路”——12 个软件可实时处理 30 路
链路数据。

“高速通信处理器”是进行空间
站各类平台、载荷数据与地面系统间
高速传输处理的一台关键设备。问
天实验舱成功对接天和核心舱后，

“太空家园”将迎来第二台高速通信
处理器。

问天实验舱高速通信处理器并网
以后，将给空间站测控系统的数据传
送处理注入新的活力。而且两台高速
通信处理器互为备份、接力续航、协同
工作，能更好地保证空间站数据传输
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太阳电池翼，是航天器的“能量源
泉”。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八院抓总
研制的问天实验舱太阳翼，是目前国
内研制的最大面积可展收柔性太阳
翼，单翼全展开状态下长达 27 米，面
积138平方米。全部收拢后厚度只有
18厘米，与一部手机的长度相当。

问天实验舱入轨后，与空间站组
合体实施轴向交会对接。23 吨的问
天实验舱与40多吨的空间站组合体，
是我国目前最大吨位的两个航天器之
间的交会对接，也是我国空间站第一
次在有人的状态下进行交会对接。

为了避免大面积的太阳翼影响两
个“大块头”航天器的交会对接，八院
科研团队开创性设计了“二次展开”技
术，太阳翼的展开分为“两步走”共七
个步骤进行。在问天实验舱发射后独
立飞行阶段，柔性太阳翼将首先展开
一部分电池板，以满足实验舱能量需
求。接着“中场休息”，等到对接完成
后，再全部展开建立完整的能源系
统。全程历时约80分钟。

（据新华社）

问天实验舱
“隐藏”多项
硬核科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