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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说明 本期出版的“GEcAM伽马射线全天监测器”专题是由GECAM卫星工程团队及科学团队共同撰写

的系列论文，旨在介绍GEcAM的卫星和有效载荷、科学应用系统、数据分析方法以及相关科学研究展望．

GECAM全名是引力波暴高能电磁对应体全天监测器，是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二期)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的

首发空间科学项目．GEcAM是一个由两颗微小卫星组成的星座，计划2020年底发射，在轨运行3年以上．封面

描绘了GEcAM双星在轨观测双致密星并合引力波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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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粒子天体物理重点实验室
KEY LABORATORY OF PARTIC LE ASTROPHYSICS．CAS

中国科学院粒子天体物理重点实验

室(以下简称“实验室”)是我国粒子天体

物理领域的基础理论和实验研究、新探测

技术研发及人才培养基地。实验室以揭示

“深层次的物质结构和大尺度的物理规

律”为目标，重点建设“粒子天体物理掌”

交又学科，聚焦高能天体物理、宇宙线天

体物理、中微子天体物理、暗物质研究、粒

子宇宙学等研究方向，开展全方位(地下、

高山和空间)、多波段(微波、光学、X射线

和v射线)、多信使(电磁波、中微子和宇宙

线)的立体观测和探测综合研究。

实验室凭借在实验设计、探测器研

制、观测数据处理、物理解释等方面的综

合优势，遵循“瞄准重大问题开展基础研

究、针对学科前沿提出重大项目、建设实

验平台提升仪器性能、发展核心技术支

撑长远发展”的总体定位和“成果一代、

研制一代、预研一代、概念一代”四代同

；鬻

≮，矿

室的发展策略，提出并承担了多项粒子天

体物理领域的大型实验项目，包括：“慧眼”

硬×射线调制望远镜卫星lnsight—HXMT、

天宫二号天极望远镜POLAR、引力波电磁

对应体全天监测器GECAM、增强型×射

线时变与偏振探测卫星eXTP、中国空间站

高能宇宙辐射探测设施HERD、西藏羊八

井国际宇宙线观测站、高海拔宇宙线观测

站LHAAS0、阿里原初引力波探测计划等。

同时，实验室也参与了一系列空间科学卫星

的重要载荷研制，通过合作建立了4台2

米级望远镜组成的反响映射观测网络，并

拥有百米级×射线望远镜标定装置。依托

这些实验和装置，实验室取得了多项重要

成果，如：“慧眼”完成高精度脉；中星导航

实验、直接测量到lO亿特斯拉脉；中星表面

磁场、发现距黑洞仅数百千米的高速喷流

等；POLAR给出高精度v暴偏振测量样本，
为更深入地理解相对论火球模型中的物理

现象迈出了第一步；ASv发现能量高达

，o+l，鹰二鎏。／
器勰：臻‰搿燃辨；譬妒⋯8

450 TeV的宇宙v射线，比此前记录高5倍

以上；LHAAS0打开了超高能v天文观测

窗口，揭示银河系内存在若PeV宇宙线加

速器：提出测量宇宙学距离的新方法，为

解决“哈勃常数危机”提供了几何方法。此

外，实验室还提出了“探索极端宇宙”国际

大科学计划，已涉及欧美等20余个国家

的100多家大学和科研机构。

实验室高度重视人才培养工作，着力

打造了“以领军人才为核心，以学术骨干为

中坚，以青年人才为支撑，以博士后、研究

生为储备”的多层次人才队伍体系，以实现

长期、系统的发展。实验室现拥有专业技术

人员160余人，包括中国科学院院士、杰

青、优青、“中国科协青托人才”等人才和学

术骨干10余人。

实验室正处于全面发展的关键时期

诚邀海内外英才加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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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地址：北京市石景山区玉泉路19号乙I电话：(010)88236208 邮政编码：100049

网站：clttp：／／www．ihep．cas．cn／zdsys／|zttI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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