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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9日7时43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
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综合性太阳探测专用卫星“夸父一
号”——— 先进天基太阳天文台（ASO-S）发射升空，卫星顺利
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这颗卫星主要用于太阳耀斑爆发和日冕物质抛射与太
阳磁场之间的因果关系等研究，并为空间天气预报提供数
据支持。

先进天基太阳天文台是由中国太阳物理学家自主提出
的综合性太阳探测专用卫星，是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先导
专项继“悟空”“墨子号”“慧眼”“实践十号”“太极一号”“怀
柔一号”之后，研制发射的又一颗空间科学卫星，实现了我
国天基太阳探测卫星跨越式突破。

看点

空间“预警员”

“夸父一号”卫星首
席科学家、中科院紫金山
天文台研究员甘为群说，
太阳活动以11年为周
期。第25个太阳活动周
期开始于2020年下半
年，持续到2031年左右，
将利用太阳活动第25周
峰年（预期在2024年到
2026年左右）的契机，观
测、研究“一磁两暴”的形
成 、相 互 作 用 及 彼 此
关联。

发射“夸父一号”，既
是为了更深入研究太阳
的核心物理现象，也是为
了给人类当好“预警员”。

“夸父一号”依靠多个波
段的探测，可以较为连续
地观测、追踪太阳爆发的
全过程，为影响人类航
天、导航等高科技活动的
空间灾害性天气预报提
供支持。

磁场“侦察家”

磁场被称为太阳物
理中的“第一观测量”，大
部分的太阳活动直接受
太阳磁场的支配。

如果把指南针放在
太阳上，会出现十分奇特
的现象：在不同区域，指
南针指向不同；即便同一
区域，不同时间指南针的
指向也不相同。之所以
这样，是因为太阳磁场远
比地球磁场复杂得多。

“在太阳爆发时，‘夸
父一号’上搭载的全日面
矢量磁像仪，每18分钟
就可以对全日面磁场进
行一次高精度成像，有助
于完整、准确地记录下太
阳磁场的变化，进而侦
察、破解太阳能量释放的
一系列奥秘。”全日面矢
量磁像仪载荷主任设计
师章海鹰说。

观察“多面手”

当我们想象太阳，脑
海中总会浮现出一个黄
色的耀眼球体。实际上，
太阳的“面貌”要丰富得
多，它会释放所有波长的
光。除了可以被人眼看
见的可见光，还有波长更
短的伽马射线、X射线、
紫外线，以及波长更长的
红外线、射电波等。

要看清太阳的“真面
目”，需要借助不同波段
的望远镜。“夸父一号”就
是一个观察太阳的多面
手，先进天基太阳天文台
搭载了全日面矢量磁象
仪、莱曼阿尔法太阳望远
镜和太阳硬X射线成像
仪三台有效载荷。三台
载荷相互配合，可以实现
在一颗近地卫星平台上
对太阳磁场、太阳耀斑非
热辐射、日冕物质抛射日
面形成和近日面传播的
同时观测。借助莱曼阿
尔法太阳望远镜，科学家

将首次在莱曼阿尔法波
段实现全日面和近日冕
的同时观测。“莱曼阿尔
法太阳望远镜可以‘看
见’日冕物质抛射的规
模、方向、速度，提前40
小时左右对灾害性空间
天气事件发出预警。”甘
为群说。

它搭载的太阳硬X
射线成像仪，可以从紫外
线、可见光和X射线波段
观测太阳。太阳硬X射
线成像仪像是一个精密

“复眼”，可以精准捕捉来
自太阳的X射线信息。
此外，卫星搭载的全日面
矢量磁像仪可以观测太
阳的全日面矢量磁像数
据，它的观测灵敏度和时
间分辨率在国际上同类
探测器中位居前列。

科研“工作狂”

从地球上看，太阳东
升西落，大约只有一半的

“露脸”时间。而飞行在
约720公里高的太阳同
步晨昏轨道上的“夸父一
号”，全年有96%以上的
时间处于工作状态，是个
实打实的“工作狂”。同
时，该轨道设计还可为硬
X射线成像仪载荷提供
粒子背景比较低的良好
环境，并且大气密度比较
低，有利于降低散射杂光
对莱曼阿尔法望远镜载
荷的干扰。

通常情况下，星上载
荷每几秒至几分钟成像
一次，在太阳爆发期，能
变为1秒内成像1次，详
细记录下太阳活动的整
个过程。甘为群介绍，

“夸父一号”在全年的绝
大部分时间可以24小时
不间断对日观测。仅仅
在每年5至8月，每天会
有短暂时间进入地球的
阴影，“休息”最长的一天
也不超过18分钟。

数据量“大师”

“夸父一号”总重约
859公斤，在太阳探测卫
星中体型“中等”，但它是
个吞吐数据的“大胃王”。

“每天，它将积累和回传
约500GB数据，相当于
向地球发送几万幅太阳
的‘高清大图’。”卫星科
学应用系统副总师黄宇
说，如果算上处理和加
工，每天产出的数据将

“塞满”一台家用电脑的
硬盘，这在全球太阳探测
卫星中属于“第一梯队”。

这些数据被接收、还
原后，将被打包发送到位
于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
的卫星数据分析中心。
未来4年卫星在轨积累
的数据将存储在这里，并
由科研人员“翻译”成为
可供科学研究的图像和
资料。

据新华社、央视新闻
客户端、中新网

解读

“夸父一号”卫星首席科
学家、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
甘为群研究员介绍说，中国
空间太阳探测的尝试最早在
20世纪70年代中期，1976年
曾提出主要观测太阳的“天
文一号”卫星；在2001年发射
神舟二号飞船上搭载的空间
天文(主要观测太阳)分系统
取得成功；期间还提出“空间
太阳望远镜计划”；2004年提
出中法合作“太阳爆发探测
小卫星计划”，以及日地三星
计划；2011年中科院空间科
学先导专项(一期)正式启动，
先进天基太阳天文台刚好是
为响应专项而提出的卫星计
划。现在回顾起来，中国之
前虽有一系列太阳探测卫星
计划的提出和尝试，但均未
走到最后，太阳探测专门卫
星基本为零，先进天基太阳
天文台卫星计划填补了这一
空白。

这颗卫星计划提出来的
时候，国际上已有70多颗太
阳探测专用卫星或相关卫
星，中国在太阳物理地面设
施和包括发表学术论文的研
究方面已位居世界前列，为
什么还要自主研制太阳探测
专门卫星？甘为群指出，中
国科学家发表研究论文所用
的绝大部分观测数据，都是
来自国际上太阳卫星共享的

资料、软件、数据。“作为一个
科研工作者，作为中国的太
阳物理学家，你觉得你是世
界领先的吗？正是在这样的
背景下，我们一定要发射自
己的(太阳探测)科学卫星”。
从这个角度来讲，提出研制
发射“夸父一号”卫星计划，
就是强调中国要在国际上对
太阳物理研究数据源头作出
重要贡献。

他说，先进天基太阳天
文台先后经历预先研究、背
景型号、综合立项论证等程
序，于2017年底获得工程立
项批复，又经过5年的工程研
制，突破诸多关键技术并克
服疫情等重重困难，现在终
于成功发射升空，“所以我们
把先进天基太阳天文台(即

“夸父一号”卫星)，定义为开
启了中国综合性太阳观测的
新时代”。作为中国的综合
性太阳探测专用卫星，“夸父
一号”将实现中国太阳卫星
探测跨越式突破。

虽然现在人类对宇宙的
观测已经延伸至130亿光年
以外，但迄今为止，太阳仍然
是唯一一颗可供我们详细研
究的恒星。“空间探日，是研
究和了解太阳的重要一步，
对人类自身生存也具有重要
现实意义。”甘为群说。

开启中国综合性太阳观测新时代

甘为群表示，“夸父一
号”卫星的科学目标可概括
为“一磁两暴”，“一磁”就是
太阳磁场，“两暴”就是太阳
上 两 类 最 剧 烈 的 爆 发 现
象——— 耀斑和日冕物质抛
射。太阳物理学家就是要研
究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即磁
场与耀斑、磁场与日冕物质
抛射、日冕物质抛射与耀斑
的关系，研究它们的形成、演
化、相互作用和可能存在的
因果关联，同时为空间天气
预警提供支持。

“夸父一号”卫星有哪些
创新？甘为群总结为“三个
首次”：一是国际上首次以

“一磁两暴”作为卫星的科学
目标并且配置相应的载荷组
合；二是国际上首次在一颗
近地卫星平台上，对全日面
矢量磁场、太阳耀斑非热辐
射成像、日冕物质抛射的日
面形成和近日面传播同时进
行观测；三是国际上首次在
莱曼阿尔法谱线波段实现全
日面和近日冕无缝同时成像
观测。

“夸父一号”卫星科学应
用系统总设计师、中科院紫
金山天文台黎辉研究员强
调，“夸父一号”卫星整个数
据是完全开放的政策，在卫
星在轨测试完成、数据正常
生产之后，会及时对全世界
相关领域的科研工作者，包
括太阳物理、空间环境、空间
物理、空间天气等领域，实时
免费开放。他说，这样的数
据共享政策也是基于国际惯
例，中国太阳物理学家一直
以来都在享受国际开放的数
据政策，“我们第一颗综合性
太阳观测卫星成功之后，也
要对世界做出承诺，我们的
数据也是完全开放的”。

另据介绍，在2022年7
月，卫星工程部门就向全国
征名，共搜集到25000多份提
名，其中三分之一都建议命
名为“夸父”，最后选择使用

“夸父一号”作为卫星的名
称，反映了中国人对“夸父逐
日”神话的喜爱，对太阳神秘
的追求。专家希望中国探日
计划能够形成“夸父”系列。

“一磁两暴”将实现三个国际首次

创新

““夸夸父父””
逐逐日日
我国成功发射

综合性太阳探测卫星

先进天基太阳天文台卫星效果图

1100月月99日日77
时时4433分分，，我我国国
在在酒酒泉泉卫卫星星发发
射射中中心心使使用用长长
征征二二号号丁丁运运载载
火火箭箭，，成成功功将将先先
进进天天基基太太阳阳天天
文文台台卫卫星星发发射射
升升空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