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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打造旗舰级太空望远镜将有助
揭示宇宙演化奥秘

天文学家表示，未来将与中国空间站共轨飞行的巡天望远镜将成为旗舰级空间天文设施，要把星辰大海看得更广、

更深、更清晰，有望促进中国光学天文的飞跃式发展，并为人类带来对宇宙的革命性认知。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中国空间站望远镜科学工作联合中心主任刘继峰向记者表示，预计于2023年发射

的中国空间站望远镜非常有气势，大小相当于一辆大客车，立起来有三层楼高。它的13径为两米，与美国哈勃太空望远

镜的I=I径相当，而视场比哈勃望远镜大350倍。

“视场就是望远镜能够看到宇宙的视野，哈勃望远镜的视野大概是我们手伸直后一个指甲盖大小的1／loo，它已观
测宇宙30年，但它所有的数据只占夜空中很小的一部分。”中国空间站望远镜科学数据责任科学家李然说。

“我们的望远镜非常适于巡天，可以比较快地完成大范围宇宙观测。”中国空间站望远镜巡天光学设施责任科学家詹

虎说。

已参与该项目十多年的詹虎介绍，这台望远镜最初是被设计放在中国空间站上，但这样观测会受到限制，最终采取

的方案是与空间站共轨独立飞行，它自身携带燃料，需要时可与空间站对接进行补给、维修和设备更新换代。它已规划

的任务寿命是10年，通过维修可以不断延长其寿命。

他说，从目前全球规划看，在2025年至2035年间中国空间站望远镜在其工作的近紫外至可见光波段内将可能是

能力最强的太空巡天望远镜，其设计指标在很多方面都是世界领先的。

“目前中国虽已是航天大国，但空间天文发展还相对滞后，这台望远镜对于中国科学家是非常难得的机遇，我们希

望它能带来激动人心的发现，实现人类对宇宙认知的突破。”詹虎说。

詹虎介绍，这台望远镜采用离轴光学系统，安装了5台第一代观测仪器，包括巡天模块、太赫兹模块、多通道成像

仪、积分视场光谱仪、系外行星成像星冕仪。

李然说，哈勃望远镜相机的探测器有手掌般大小，而中国空间站望远镜巡天模块的主焦面是由三十块探测器拼起

来，每一块都比哈勃的探测器更大，也具有更多的像素数。运行后，它将成为太空中最大的相机。

“这就好比山上有一群羊，哈勃望远镜看到其中一只羊，我们可以把几千几万只羊都拍下来，而且每一只都和哈勃

望远镜看到的一样清楚。”李然说。

他介绍，作为中国最昂贵的空间天文设施，它的主要任务是有助解答宇宙最基本的问题，比如暗物质、暗能量是什

么，星系如何演化，帮助人类去理解宇宙。它会给超过40％的夜空区域拍照，相当于把宇宙的一块切回来放到地球上，

这些图像会被数字化，产生非常大的数据量，全球科学家都可以用这些信息开展研究。

中国空间站望远镜将帮助天文学家观测超过10亿个星系，确定这些星系的位置、形态、亮度，并绘制出宇宙的结

构和演化。

“我们已经知道宇宙是膨胀的，也可以测出当前的膨胀速率。但宇宙膨胀的速率是不是变化的，到底是什么支撑宇

宙的膨胀?这是当今物理学最关键的问题之一。天文学家将通过中国空间站望远镜研究宇宙中物质的演化，去测量宇宙

的膨胀历史，这有望揭开新物理学边疆的面纱。”李然说。

它还可以帮助天文学家绘制接近100亿光年的暗物质地图，以推测暗物质是什么，去解答宇宙的另一基本问题。

此外，这台望远镜还可以检验广义相对论是不是在宇宙尺度上依然成立，限定中微子质量的上限，帮助人类了解宇

宙最初的状态。

“它还能做很多非常有趣的观测研究，比如它可以绘制出精确的银河系尘埃地图，观测超大质量黑洞如何吞噬物质，

通过高对比度直接成像，拍摄研究暗弱的系外行星，有可能发现新的特殊的天体。”詹虎说。

“它还可以观察太阳系中的大行星。比如天王星还没有轨道探测器去观测过，它的轨道周期为80多年，哈勃望远镜

已经监测了很多年，等中国空间站望远镜升空后，哈勃望远镜可能不再工作，所以人类要想知道天王星在一个完整轨道

周期里是怎样的，中国可以贡献这部分知识。”李然说。

这样一台多才多艺的太空望远镜基本上把整个中国天文界都吸引来了。

“中国天文学家在光学波段还从没有这么好的仪器，这台望远镜将使中国光学天文走到世界前沿，获得作出重要贡

献的机会，能为中国培养出一代世界级科学家。它会带来非常精美的宇宙图片，可以让普通人真切地感受、理解宇宙，

对社会的影响将是巨大的。”李然说。

据介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中科院的多家科研机构参与了这一望远镜的建造。载人航天工程依托国家天文台成立

的望远镜科学工作联合中心负责组织科学研究工作，并开发科学数据处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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