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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R$ ÌJBVJWL9SR$XYJZ[\*BPQ

1RS69:R$]^-_569:`!^_%`E]a

0>?ab^-z{c@cde0R$aNB

!"PQ1RZ[fn z̀{aN'(}~-gh0

ijkl#m_TU<;6n8o/-[Qn8\]^

_Bpq %&%%(mrhs-d89:PQ1R8$F_

jtuv'&wq-xyhiEmnz{c|K}L-\]<~E

mnz {c|c!L-;"m#$%nz KK|'KL-R$/j'(

s}B

d89:PQ1RC&'12340,6-(is}

O12R$)n-*PQ1R8$+C,(-z#jdq

V./0 P̀Q12Z8$aN-6z:V.8$3]s

/|RPQ4ZB

成功在轨运行 10 个月后，我国首颗太阳探测

科学技术试验卫星“羲和号”的科学探测和卫星

技术成果今天正式公布。从“羲和号”上“看”太

阳，观测到了什么？这些科学探测成果，对于人

类认识太阳有哪些新贡献？后续太阳探测活动，

还将如何开展？

相当于给太阳低层大气
做 CT扫描

“羲和号”于 2021 年 10 月 14 日发射升空，运

行于平均高度为 517 公里的太阳同步轨道。作为

首位太阳专属“摄影师”，“羲和号”的发射，意味

着我国实现太阳空间探测“零的突破”。

“在科学探测方面，‘羲和号’发射后成功实现

了两个首次，即国际首次获得空间太阳 Hα（氢阿

尔法）波段光谱扫描成像以及国际首次在轨获取

太阳 Hα 谱线、Si I（中性硅原子）谱线和 Fe I（中

性铁原子）谱线的精细结构。”国家高分辨率对地

观测系统总设计师兼副总指挥、国家航天局对地

观测与数据中心主任赵坚介绍。

“羲和号”卫星首席科学家、南京大学教授丁

明德告诉记者，Hα 谱线是太阳活动在太阳低层

大气中响应最强的谱线。对这条谱线开展探测，

就可以同时获得光球层和色球层的活动信息，大

大提高了我们对太阳爆发物理机制的认知。

“以前对于 Hα 谱线的探测只能在地球上进

行，受到大气干扰，探测数据经常不连续不稳定。”

赵坚介绍，“羲和号”的主要科学载荷为太阳 Hα 成

像 光 谱 仪 ，通 过 光 谱 扫 描 成 像 ，分 辨 率 达 到 了

0.0024 纳米，比地面滤光器的分辨率提高了约 10
倍，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每张光谱扫描图像实际

上都包含了 300多张照片，分别对应了光球层和色

球层不同高度处的太阳图像，因此相当于给太阳低

层大气做 CT扫描。而每一张“CT图”上，又反映了

日面上近 1600万个点的信息。

除了太阳 Hα 谱线，“羲和号”还同时获得了

Si I谱线和 Fe I谱线。尤其是 Si I谱线，以往在地

面观测时被地球大气的水分子谱线掩盖，“羲和

号”在空间直接观测到了 Si I 完整的谱线轮廓，这

是国际上的第一次。通过三条谱线的研究，结合

“羲和号”获得的全日面色球和光球的多普勒速度

图，可以反演计算出太阳大气的温度、密度、速度，

从而帮助我们深入研究太阳的大气结构，了解太

阳爆发活动的触发原因和传播过程，更好地开展

空间天气预报，保障人类生命安全。

专家表示，“羲和号”卫星在轨开展的相关试

验，是国际上第一次在太空进行 Hα 谱线研究，

目前已经获得了 2 项太阳探测国际科学成果，显

著提高了我国在太阳物理领域的国际影响力。

非接触式磁浮卫星平台
让拍照更准、更稳

“羲和号”在新型卫星技术试验方面也实现

了多个首次，如国际首次实现了主从协同非接触

“双超”（超高指向精度、超高稳定度）卫星平台技

术在轨性能验证及工程应用；实现了国际首台太

阳空间 Hα 成像光谱仪在轨应用；实现了国际首

台原子鉴频太阳测速导航仪在轨验证等。

“羲和号”卫星系统总指挥、中国航天科技集

团八院科技委常委陈建新表示，要在相距太阳

1.5 亿公里远的地球附近对太阳“明察秋毫”，就

对 相 机 的 指 向 精 度 和 稳 定 度 提 出 了 更 高 的 要

求。“羲和号”卫星在国际首次采用基于“动静隔

离、主从协同”理念的非接触式磁浮卫星平台，就

像给相机装上了高精尖的“云台”，让相机对得

准、拍得稳。

“在太空中，卫星载荷哪怕一次微小振动，都

会让成像效果差之毫厘、谬以千里。”陈建新介

绍，“双超”卫星平台采用磁浮控制技术，将平台

与载荷的物理接触彻底隔绝，确保载荷成像不受

平台扰动的影响，将我国卫星平台的姿态控制水

平提升了 1 至 2 个数量级，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此外，“羲和号”还在轨验证了舱间无线能源传

输、激光通信、无线通信等多项卫星平台新技术。

赵坚表示，随着我国航天产业的不断发展，

对地观测、空间科学探测等各类航天任务对高性

能卫星平台的需求越来越迫切，尤其亟须发展具

有超高指向精度、超高稳定度指标的卫星平台。

“‘羲和号’高性能技术卫星平台在轨试验，是世

界上首次将磁浮技术在航天器上进行工程应用，

大幅提升了我国空间观测技术水平。”

据介绍，未来“双超”平台技术将在高分辨率

遥感、太阳立体探测、系外行星发现等新一代航

天任务中得到推广应用，推动我国空间技术的跨

越式发展。

观测到近百个太阳爆发
活动，数据向全球开放共享

目前，“羲和号”每天都在按照既定计划开展

科学观测，已经观测到了近百个太阳爆发活动，

相关研究工作正在开展。

赵坚介绍，我国在太阳观测领域发表论文数

量已居世界第二位，但之前使用的数据均来自国

外卫星数据。“羲和号”发射成功后，国家航天局

牵头成立了卫星数据科学委员会，制定了数据政

策，供国内外科学家研究、使用、共享卫星探测数

据，力争产生更多的原创性科学成果，为人类科

学事业做出中国贡献。目前，“羲和号”的科学数

据已向全球开放共享。

“太阳爆发产生大量带电高能粒子，对地球

电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其中尤以耀斑和日冕物

质抛射对地球电磁环境影响最为显著。这些太

阳活动干扰通信和导航、威胁航天员的健康，甚

至毁坏航天器，对太阳活动的观测和研究不仅具

有重要的科学意义，更具有巨大的应用价值。”赵

坚表示，太阳活动周期约 11 年，当前正处于第二

十五个太阳活动周期，全世界又进入太阳研究新

的高峰期。我国作为航天大国，及时开展太阳探

测活动十分必要。

自上世纪 60 年代以来，全世界已发射了 70
多颗太阳观测卫星，聚焦于太阳黑子、耀斑和日

冕物质抛射的观测研究。未来 5 年，国外至少将

发射 5 颗太阳探测卫星。

据介绍，今年我国还将发射先进天基太阳天

文台卫星，以“一磁两暴”为科学目标，对太阳耀

斑、日冕物质抛射和全日面矢量磁场开展观测，

为预报严重影响人类正常生活的空间灾害性天

气提供支持。

此外，我国正在论证后续太阳探测发展计

划，科学家们希望按照在黄道面内多视角探测、

大倾角太阳极区探测和太阳抵近观测“三步走”

实施，由易到难，逐步深入，进一步了解太阳的构

造，确定太阳活动的三维结构，掌握机理和活动

规律，为人类科学事业的发展贡献中国力量。

图为“羲和号”效果图。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八院供图

““羲和号羲和号””探日探日成果发布成果发布，，实现多项国际首次实现多项国际首次

相距相距11..55亿公亿公里里，，给太阳大给太阳大气做气做CTCT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冯冯 华华

■科技自立自强R

本报北京 8 月 30 日电 （记者刘阳）30
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丰收中国”融合传播

行动暨“三农”主题宣传系列重点项目发布仪

式在京举行。

“丰收中国”融合传播行动分为“迎盛会”

“庆丰收”“助振兴”三大主题融合传播产品

群，包含 30 余档精品节目和系列特色活动，

以立足农业、深入农村、贴近农民的视角，通

过全媒体平台用心用情讲好三农故事，礼赞

丰收，讴歌时代。

“丰收中国”融合传播行动启动

本报南昌 8月 30日电 （记者王丹）记者

获悉：为进一步加强对乡村教师的培训，促进

培训与学历教育相衔接，支持乡村教师提升

学历，江西省教育厅印发《江西省乡村教师培

训与学历教育相衔接试点实施方案》，启动实

施“乡村教师学历提升计划”。

《方案》提出，2022 年至 2025 年，在省级

层面开展乡村教师培训与学历教育相衔接试

点，每年安排专项经费，选拔 2000 名左右专

科学历的优秀乡村教师参加培训，提升学历

至本科层次。培训对象为江西省 25 个脱贫

县优秀乡村教师，倾斜支持专科学历的定向

师范毕业生、特岗教师等群体。此培训由江

西开放大学依托省市县三级办学体系组织实

施，学员毕业后颁发国家开放大学学历证书，

参训学员学费全免。

江西启动乡村教师学历提升计划

本报西宁 8月 30日电 （记者贾丰丰）近

日，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成立“青海省红色旅

游联盟”，为全省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革命文物保护单位等搭建交流

平台。

目前，青海全省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

区 5 家、省级红色旅游经典景区 7 家，国家级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8 家、省级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 33 家、市州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53 家，

国家级、省级革命文物保护单位 14 处。下一

步，青海省将继续全面普查红色资源家底，深

入挖掘红色资源价值，加大政策保障力度，不

断提升红色资源利用水平。

青海成立红色旅游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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