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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5日10时30分，在距离“中国天眼”
不到3公里的一处山头上，一台40米级的射
电望远镜开始吊装，“中国天眼”核心阵试验
样机正式开工建设。

当日是“中国天眼”落成启用8周年纪念
日。百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在贵州平塘举
办的 FAST 核心阵科学和技术研讨会，共同
谋划 FAST 核心阵的科学规划和建设，这也
是FAST工程二期规划中的一部分。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姜鹏说，
计划利用“中国天眼”周围5公里内优异的电
磁波环境，建设24台4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与
FAST组成核心阵。

“射电天文领域的国际竞争非常激烈，
国际大科学工程平方公里阵列第一阶段
（SKA1）和美国的下一代甚大阵（ngVLA）等
多个射电望远镜阵列均在建设之中。在这
种背景下如何保持FAST在中低频领域的科
学优势，抢占科技制高点，做好望远镜的中
长期发展规划，是中国科学家面临的急迫问
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常
进说。

中国科学院院士陈仙辉表示，“中国天
眼”核心阵规划正是对抢占科技制高点的响
应，可以有效补充 FAST 在分辨率和成像方
面的短板，在国际大型射电阵列建成之前，
提前挖掘时域天文等基础研究领域的科学
潜力。

解读

“中国天眼”核心阵
试验样机开工意味着什么

“中国天眼”全称 500 米口径球面射电
望远镜，英文缩写为FAST，是我国独立自主
设计并建造的世界最大的单口径射电望远
镜。2020年1月，“中国天眼”通过国家验收
并正式开放运行。

2017 年 10 月，“中国天眼”宣布发现首
批新脉冲星，这是中国人首次利用自己独立
研制的射电望远镜发现脉冲星。今年 4 月
17日，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FAST运行和
发展中心对外宣布，“中国天眼”发现的新脉
冲星数量突破900颗，是同时期国际上其他
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总数的3倍以上。

姜鹏介绍，“中国天眼”能“多出成果”
“出好成果”，既离不开相关团队的不懈努
力，也与其性能优势有关，“‘中国天眼’在
灵敏度上优势明显”。

既然好成果频
出 ，且 性 能 优 势 明
显 ，为 何 还 要 建 设
FAST核心阵？

答 案 是 ：未 雨 绸
缪 ，持 续 保 持“ 中 国 天
眼”在灵敏度上的领先优
势，同时弥补分辨率不足
的先天缺陷。

据了解，在全球范围内，
国际大科学工程平方公里阵
列第一阶段（SKA1）、美国的
下一代甚大阵（ngVLA）等多
个射电望远镜阵列均在建设
之中。

国际大科学工程平方公里阵列计划于
2029年完成第一阶段建设任务，美国的下一
代甚大阵计划于2035年完工。

姜鹏介绍，灵敏度和分辨率是决定射电
望远镜竞争力的核心指标。“中国天眼”灵敏
度高但分辨率不足，上述射电望远镜阵列建
成投用后，“中国天眼”可能会逐渐丧失在灵
敏度上的优势，其分辨率不足的先天缺陷也
会被放大，将面临巨大挑战。如果稍有松
懈，中国天文学家就可能“失守”射电波段视
野的最前沿。

困境当前，修建FAST核心阵，便是破局
之策。

“单靠‘中国天眼’观测宇宙，就像是用
‘粗头铅笔’给天体画像，而 FAST 核心阵建
成投用的话，相当于用高分辨率的‘数码相
机’拍摄遥远的星空。”姜鹏说，FAST核心阵
建成后，将大幅提高“中国天眼”的“视力”，
让其不仅能看得远，还能看得清。

FAST 核心阵的建设，还将进一步提升
“中国天眼”的灵敏度优势和优良成图能力，
聚焦极端致密天体的起源与演化等当前天
文学最前沿的科学问题，有望在时域天文、
宇宙的成分与演化和引力波暴等研究领域
取得突破性成果。

“只有充分发挥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创新
效能，不断加强‘从0到1’的基础研究，取得
更多原始创新成果，才能抢占国际科技竞争
的制高点。FAST核心阵的规划正是对抢占
科技制高点的响应，可以有效补齐 FAST 在
分辨率和成像方面的短板，提前挖掘时域天
文等基础研究领域的科学潜力。”中国科学
院院士陈仙辉说。

姜鹏说，如果只把“中国天眼”当成一
个望远镜、一台监测设备，现在已经达标
了。但要维持其世界领先的地位，就不
能停止创新。

相关

“观天巨眼”
不断拓展着人类观天极限

截至目前，这只“观天巨
眼”已发现新脉冲星超 900
颗，是同时期国际上其他

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总数的3倍以上，其中至
少包括 170 余颗毫秒脉冲星、120 余颗双星
脉冲星、80颗暗弱的偶发脉冲星。

在“中国天眼”首次发现新脉冲星之前
的半个世纪里，全世界发现的脉冲星不到
3000颗。

近年来，“中国天眼”持续产出重量级
发现：首次在射电波段观测到黑洞“脉搏”、
发现迄今轨道周期最短脉冲星双星系统、
探测并构建世界最大中性氢星系样本。

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射电天文学研究
所天文学家劳拉·斯皮特勒预测，到本世纪
30 年代，“中国天眼”将为人类研究超大质
量黑洞碰撞等天文学前沿研究积累大量数
据。

早在建设阶段，“中国天眼”就向全球
工程界贡献了大科学工程的中国经验和创
新实践：6 根钢索控制的 30 吨馈源舱，可以
在 140 米高空、206 米的尺度范围内实时定
位；超高耐疲劳钢索在 200 万次循环加载
条件下可达 500MPa 应力幅，国际上尚无先
例。

据悉，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高级
工程师柴晓明团队自主研发的“中国天眼”
核心零部件——低噪声放大器，近期将正式
出口巴西。这将是中国自主研发的射电望
远镜核心部件首次出口海外。

“性能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样机一经
推出就受到了国际天文界关注，巴西 BIN-
GO 项目第一时间提出批量购买的合作意
愿。”柴晓明说。

2021年3月31日，“中国天眼”正式对全
球科学界开放，目前已帮助美国、荷兰、澳大
利亚等 15 个国家的研究团队开展观测 900
余小时，涉及科学目标漂移扫描巡天、中性
氢星系巡天、银河系偏振巡天、脉冲星测时、
快速射电暴观测等多个领域。

今年 4 月 6 日 0 时，“中国天眼”再次向
全球开放 2024 年 8 月至 2025 年 7 月观测季
自由申请观测项目的申请通道，有 1600 小
时的望远镜时间向自由申请项目开放。

英国天文学家拉夫尔·伊夫认为，“中国
天眼”持续向全球科学界开放，意味着全世
界的科学家可以根据他们的研究计划申请
使用这一开创性的仪器，天文学家可以开展
以前由于望远镜灵敏度不足而无法进行的
实验。

“‘中国天眼’正在帮助人类探索宇宙的
起源、演化及其结构，为理解宇宙中的前沿
科学问题提供了重要观测数据支持，也为国
际科学界交流与合作搭建了重要平台。”陈
仙辉说。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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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25日拍摄的“中国天眼”。
新华社记者 刘续 摄

◀ 9 月 25 日，首
台核心阵试验样机在
吊装中。 新华社记
者 欧东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