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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责编：杨 暄 管璇悦 曹雪盟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负责建设和

运行管理的中国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拉

索”）、科学载荷“高能爆发探索者”和“慧眼”

卫星三大科学装置，近日同时探测到迄今最

亮的伽马射线暴（GRB 221009A）。这是我

国首次实现对伽马射线暴的天地多手段联合

观测，打破了伽马射线暴亮度最高、光子能量

最高、探测能量范围最高等多项伽马射线暴

观测纪录，对于揭示伽马射线暴的爆发机制

具有重要价值。

比以往最亮伽马射线
暴亮 10倍以上

伽马射线暴是宇宙中最剧烈的天体爆发

现象，首次发现于上世纪 60 年代。伽马射线

暴短至几毫秒，长达数小时，释放的能量超过

太阳在其一生辐射能量的总和。持续时间较

长的伽马射线暴产生于比太阳大几十倍的恒

星星体坍缩爆炸，而持续时间较短的伽马射

线暴则产生于两个致密天体（如黑洞或中子

星）合并爆炸，还可能伴随发射引力波。

伽 马 射 线 暴 的 观 测 研 究 是 天 文 前 沿 领

域，近年来不断取得重大突破。2017 年 8 月

17 日，在一个由两颗中子星合并爆炸产生的

伽马射线暴之前观测到伴随产生的引力波，

这是人类首次在电磁波和引力波窗口同时观

测宇宙天体，开启了多信使天文学的新时代。

此次，迄今最亮的 GRB 221009A 伽马射

线暴，近日被三大科学装置同时探测到。在这

个伽马射线暴发生之前，人类探测到的伽马射

线暴亮度纪录保持者是 2013 年 4 月 27 日发生

的编号为 GRB 130427A 的一个伽马射线暴，

全世界几乎所有重要望远镜都进行了观测。

本次观测中，“拉索”将伽马射线暴光子

最高能量纪录提升近 20 倍，在国际上首次打

开 10 万亿电子伏波段的伽马射线暴观测窗

口，并与“慧眼”卫星和“高能爆发探索者”一

起，发现这个爆发事件比以往人类观测到的

最亮伽马射线暴亮了 10 倍以上。

实现对伽马射线暴的
天地多手段联合观测

本次探测到的高强度爆发，发生在距离

地球 24 亿光年处。如此明亮的伽马射线爆

发，预计每几十年甚至百年才会出现一次。

本次“拉索”探测到了大量的高能光子，最高

光子能量达到了 18 万亿电子伏，在国际上首

次打开了 10 万亿电子伏波段的伽马射线暴观

测窗口。

“拉索”实验中科院高能所团队首席科学

家曹臻研究员说：“这次‘拉索’在千亿电子伏

以上的甚高能区记录到几万个光子信号，将

给出伽马射线暴最高能段的光变曲线最精细

的测量。”

凭借先进的探测器设计，“高能爆发探索

者”成功对伽马射线暴 GRB 221009A 的软伽

马射线光变特征进行高精度观测，展现出初

期爆发和后随闪耀的演化过程。“慧眼”卫星

的高能、中能和低能 X 射线望远镜首次在伽

马射线暴观测中同时探测到信号，而且因为

“慧眼”卫星当时正在扫描观测该天区，从而

对这个迄今最亮伽马射线暴的余晖进行了及

时监测。

得益于中科院高能所近些年天地一体化

观测能力建设的高速发展，尤其是“拉索”的

成功建造和运行占据国际领先地位，高能所

首次实现对伽马射线暴的天地多手段联合观

测，并独家实现从最高的十几万亿电子伏光

子（“拉索”）到百万电子伏伽马射线（“高能爆

发探索者”）和千电子伏 X 射线（“慧眼”卫星）

的多谱段精细测量，跨越超 9 个量级。

曹臻说：“在过去半个多世纪探测到的

数千个伽马射线暴中，最高能量光子达到大

约 1 万亿电子伏（TeV）。本次‘拉索’探测到

大量的高能光子，最高光子能量达到 18 万亿

电子伏。”

引发巨大反响，大量相
关研究迅速展开

“拉索”是以宇宙线观测研究为核心的国

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由中国自主提出并设

计建造。该观测站位于四川省稻城县海拔

4410 米的海子山，主体工程于 2021 年 7 月完

成建设并投入科学运行，是目前世界上灵敏

度最高的超高能伽马射线天文台，其运行开

启了“超高能伽马天文学”观测时代。捕捉和

高统计量观测伽马射线暴是“拉索”的重要科

学目标之一，此次亮度空前的爆发正好发生

在“拉索”视场的中心附近，为完成该项科学

目标奠定了强大的观测基础。

“慧眼”卫星是我国第一颗空间 X 射线天

文卫星，于 2017 年 6 月发射运行，在轨观测 5
年多来，已在黑洞、中子星、快速射电暴等方

面取得一大批重要原创成果。

“高能爆发探索者”是今年 7 月发射的空

间新技术试验卫星的主要科学载荷之一，它

采用“怀柔一号”卫星所开创的新型探测技术

以及基于北斗短报文的准实时星地通信方

案，能够迅速下传观测数据。“高能爆发探索

者”目前处于在轨测试阶段，预计将获得更多

重要成果。

伽马射线暴 GRB 221009A 发生后，“拉

索”实验中科院高能所团队迅速展开数据分

析，在爆发后不到两天就通过伽马射线暴协

同观测网（GCN）向国际同行发布初步观测

结果。进一步的数据分析和科学研究正由

“拉索”国际合作组成员全力开展。中科院

高能所“慧眼”卫星和“高能爆发探索者”观

测运行团队、载荷团队和数据分析团队正迅

速投入观测分析，并及时启动机遇观测。在

项目团队密切协作下，“慧眼”卫星和“高能

爆发探索者”已得到初步分析结果，并通过

天文电报和伽马射线暴协同观测网向国际

同行发布。

目前，探测结果已在国际引发巨大反响，

大量相关研究展开，涌现出关于新物理可能

性的许多讨论。这些测量对宇宙中存在的背

景光场等基本物理参数和模型将作出强烈的

限制，预计会产生重要的认知水平提升。

图①：科学载荷“高能爆发探索者”（示

意图）。

图②：“慧眼”卫星（示意图）。

图③：中国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拉索”）。

以上均为中科院高能所供图

制图：张丹峰

我国观测到迄今最亮伽马射线暴
天地多手段联合观测，打破多项观测纪录，对于揭示爆发机制具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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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话爽快、做事耐心，这是记

者对齐晓玖的第一印象。在呼吸

与 危 重 症 医 学 护 理 领 域 工 作 近

20 年，齐晓玖一直坚守在临床护

理岗位，先后在北京医院担任护

士、带教老师、内科科护士长、第

二住院部科护士长。她曾赴湖北

武汉抗疫前线，获得 2020 年“中

国好医生、中国好护士”抗疫特别

人物荣誉称号。

“患者的生命安全永远是第

一位的。医护工作者既要专业、

细心，更要有热情。”齐晓玖说。

从毕业分配至呼吸科以来，齐晓

玖大部分的工作时间都在重症监

护室里。

重症监护室的护士要有很强

的专业判断和应急处理能力，护

理任务格外繁重。齐晓玖利用空

余时间研究监护仪、呼吸机的参

数和模式，学习掌握各参数的动

态变化规律……日复一日，她的

业务能力不断提升，得到同事们

一致认可。

2020 年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暴

发 之 初 ，听 到 医 院 组 建 医 疗 队

支援武汉的消息，她主动请缨：

“我在重症监护室工作多年，有

一 定 的 应 急 处 理 经 验 。 而 且 ，

作 为 一 名 党 员 ，我 理 应 冲 在 抗

击疫情第一线。”

驰援武汉两个月，齐晓玖主要负责感控工作。在污染

区与清洁区间的通道中，在穿、脱防护装备的环节上，她严

格把关，筑牢第一道防线。

一次，齐晓玖听到对讲机里喊“一名护士身体不舒服，

要出污染区”。她赶忙仔细穿好防护装备，接队友回到清洁

区。“虽然从缓冲区到清洁区的距离不足 5 米，但这个区域

对队员的安全至关重要。”齐晓玖说。

工作之余，她还发挥专科优势和管理职能，参与制定各类

护理文书模板、规章制度、应急预案，并承担起呼吸治疗、重症

监护技术的培训，在抗疫一线充分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

“护士工作并不只是打针输液，也需要不断学习深造。”

齐晓玖说。为了将专业知识更好地应用于临床工作，她还

攻读了研究生。

多年来，齐晓玖一直在推动呼吸治疗专科护理建设。

她兼任中华护理学会呼吸专科护士临床教学培训基地负责

人，致力于培养呼吸专科护士，并作为主要起草人参与了中

华护理学会呼吸领域多项标准的编写。

北
京
医
院
第
二
住
院
部
科
护
士
长
齐
晓
玖
—
—

﹃
既
要
专
业
、细
心
，更
要
有
热
情
﹄

本
报
记
者

杨
彦
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