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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研究天体起源打开新窗口

近年来，“中国天眼”在快速射电暴起源与物
理机制、中性氢宇宙研究、脉冲星搜寻与物理研
究、脉冲星测时与低频引力波探测等方向持续产
出成果。近期宇宙中最大原子气体结构的新发
现，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徐聪领导的
国际团队完成，相关成果已与10月19日在学术期
刊《自然》在线发表。

观测宇宙中的气体是天体物理领域一个非常
重要的研究课题，而宇宙中所有天体的起源都离
不开原子气体。据介绍，星系的主要演化过程就
是不断从宇宙空间吸收原子气体，然后将其转化
为恒星的过程。

“斯蒂芬五重星系”是一个距离地球约 2.8 亿
光年的星系群，其中多个成员星系之间相互碰撞
产生冲击波，发出明亮的光芒。自 1877 年被发现
以来，这一首个被人类发现的星系群一直备受天
文学领域关注。今年7月，美国韦布空间望远镜拍
摄下了该星系群唯美的全彩图像。

徐聪介绍，最新发现表明，在远离该星系群
中心的外围空间，存在大尺度的低密度原子气体
结构。这些气体结构的形成很可能与“斯蒂芬五
重星系”早期形成时，星系间相互作用的历史有
关，已经存在了大约10亿年。

“这项发现对研究星系及其气体在宇宙中的演
化提出了挑战。现有理论很难解释为什么在如此
漫长的时间里，这些稀薄的原子气体仍没有被宇
宙空间中的紫外背景辐射电离。”徐聪说，这项观
测成果预示着，宇宙中可能存在大尺度的低密度
原子气体结构。

科学家团队的新发现，得益于“中国天眼”
超高灵敏度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极端暗弱天体探测
能力。据介绍，“中国天眼”能够探测到远离星
系中心的极其稀薄的弥散原子气体所发出的暗弱
辐射，这为研究宇宙中天体的起源打开了一个崭

新的窗口。

快速射电暴领域崛起中国力量

在“中国天眼”产生的诸多科学成果中，快
速射电暴是最新也是最热的领域之一。

在广袤的宇宙中，经常出现短暂而猛烈的无
线电波爆发，持续时间通常仅有几毫秒，却能够
释放出相当于地球上几百亿年发电量的巨大能
量。2007 年，天文学家首次发现了这样的毫秒电
波——快速射电暴。迄今为止，天文学家已经观
测到了几百例快速射电暴，并通过周边环境的复
杂程度推测其所处的演化阶段。

过去，由于没有自己的大射电望远镜，在快
速射电暴这一研究领域中，中国科学家大多只能
从事理论研究。随着“中国天眼”正式运行，快
速射电暴领域的中国力量迅速崛起，研究成果不
断产出。

目前，科学家对快速射电暴的物理起源、周
围环境、中心机制等尚不明晰，也缺乏对其核心
区物理参数的直接观测资料。日前，中国科学家
利用“中国天眼”对一例位于银河系外的快速射
电暴开展了深度观测，首次探测到距离快速射电
暴中心仅1个天文单位 （即太阳到地球的距离） 的
周边环境的磁场变化，向着揭示快速射电暴中心
引擎机制迈出重要一步。

此项研究中，研究团队对位于银河系外的快
速射电暴 FRB 20201124A 进行了长期监测，在 54
天共计82小时时间内，观测到了1863个爆发脉冲
信号，基于这一迄今为止最大的快速射电暴偏振
观测样本取得了若干重要发现。团队正在进一步
研究，期待找到决定快速射电暴核心物理过程和
能源机制的直接观测证据，早日揭示这一神秘宇
宙现象的物理起源。

观测快速射电暴，“中国天眼”很有优势。要
获得更多、更详尽的天文学数据，离不开更大接
收面积的望远镜，具备更强的暗弱信号探测能

力，这样才能看得更多、看得更远，扩大观测样
本数量，提高发现奇特天文学现象的几率。

“中国天眼”口径达 500 米，作为世界上最灵
敏的射电望远镜，“中国天眼”聚光面积巨大，电
波收集能力超强，具有精密控制的变形能力，能
够聚焦和稳定跟踪天体。专家表示，理论上说，

“中国天眼”能接收到 137 亿光年以外的电磁信
号，这个距离已接近于宇宙的边缘。

与国际科学界携手探索宇宙

“中国天眼”作为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是
观天巨目、国之重器，实现了中国在前沿科学领
域的一项重大原创突破。启用 6年多来，“中国天
眼”已在多个研究方向产出科学成果，深化着人
类对宇宙的认知。截至今年 7 月底，科学家通过

“中国天眼”发现的脉冲星已经超过 660颗，这个
数量是同一时期、国际上所有射电望远镜发现脉
冲星总数的5倍以上。

“中国天眼”运行和发展中心常务副主任、总
工程师姜鹏表示，目前“中国天眼”已经进入成
果爆发期，观测设备的稳定运行对此作出了巨大
贡献。

“中国天眼”不仅可以用于科学研究，还可以
用于实际应用。据专家介绍，2019 年，有一个小
行星在地月1/6的距离与地球擦肩而过，但人类并
没有观测到。由于这个小行星来自太阳的方向，
强烈的太阳光让科学家无法清晰地用光学望远镜
观测到小行星。如果用“中国天眼”的射电波段
进行观测，就有可能更早地探测到“飞来”的小
行星。因此，“中国天眼”有望成为近地天体防御
的重要战略支撑。

去年3月31日，“中国天眼”正式向全球开放
共享，向全球天文学家征集观测申请，并于 2021
年 8月启动科学观测。在“中国天眼”的帮助下，
中国科学家与国际科学界携手探索浩瀚宇宙，共
创人类美好未来。

“中国天眼”：
向宇宙边缘瞭望

本报记者 刘 峣

近日，有“中国天眼”之称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又有新发现。中国科
学家日前利用“中国天眼”对致密星系群“斯蒂芬五重星系”及周围天区的氢原子气体进行
成像观测，发现了1个尺度大约为200万光年的巨大原子气体结构，尺度比银河系大20倍。
这是迄今为止在宇宙中探测到的最大的原子气体结构。

年观测时长超5300小时、发现660余颗新脉冲星……自2016年9月落成启用以来，“中国
天眼”——这一全球最大、最灵敏的射电望远镜帮助科学家在天文学领域取得了一系列研究
成果，拓展了人类观察宇宙的视野，成为中国科技自立自强代表性工程。

近日，山东青岛胶州教体局组织开展“民间游戏进校园”活动，将传
统的翻花绳、跳皮筋、跳大绳、跳房子等游戏引入课间活动，让孩子们在
游戏中锻炼身体、全面发展。

图为胶州市香港路小学学生在课间活动时跳皮筋。
周 鹏摄（人民视觉）

传统游戏回校园

近日，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工程总设计
师杨长风在联合国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国际委员
会 （ICG） 第十六届大会参会期间表示，北斗
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开通服务两年多来，其
稳定性和高精度已得到充分验证。北斗系统应
用前景十分广阔，“北斗的应用只受到想象力
的限制”。

杨长风说，通过两年多的应用实测确认，
北斗三号系统在全球定位精度可达4至5米，在
亚太区域精度更优。目前，北斗系统已广泛应
用于国土测绘、数字施工、精准农业等诸多领
域，在无人驾驶、智慧城市建设等领域的应用
稳步推进。

杨长风指出，北斗三号系统开通服务后，
北斗系统特色功能短报文通信服务容量在北斗
二号基础上大幅提升，实现了信息双向传输，
并已在手机上应用，在移动通信信号不能覆盖
的区域可提供短信服务，这使得北斗系统在紧
急搜救等领域大有可为。

北斗三号系统在全球首创突破了Ka频段星
间链路技术，使所有北斗卫星连成一个大网。
杨长风介绍，北斗系统的星间链路技术就好比
在卫星之间建立“群聊”，保证北斗系统无需在
全球各地建立地面站即可实现全球高精度定位
导航。

谈到北斗系统应用未来的发展，杨长风
说，“十四五”期间，北斗规模应用要实现市场
化、产业化、国际化。国际化方面，北斗将结
合“一带一路”倡议“随船出海，逢路架桥”，
为海外市场提供更多产品和服务。目前，北斗
已在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得到应用，以其较
低成本、较高精度的特点成为中国向世界提供
的高科技、高性价比公共产品。

杨长风强调，建立北斗全球卫星导航系统
的初心是“服务全球、造福人类”。随着北斗
系统在世界上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肯定和接
纳，北斗正在为促进航天领域国际合作作出更
大贡献。 （据新华社电 记者胡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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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
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正在太空执行任务的意大利
女宇航员萨曼莎·克里斯托福雷蒂日前在社交媒体引用中
国东晋时期书法家王羲之 《兰亭集序》 的名句，表达在
太空的所见与所想，并配有从太空中拍摄的中国风景照
片，引不少网友赞叹。

2014年11月23日，克里斯托福雷蒂搭乘运载火箭进
入国际空间站，由此成为首位进入太空的意大利女宇航
员，而后在轨飞行 200天。今年 4月至今，克里斯托福雷蒂
正在执行她的第二次航天任务。此次国际空间站飞经中国
上空时，她引用《兰亭集序》的名句来形容眼前的浩渺宇宙
与地球风光，表达愉悦的心情。她还附上意大利语与英语
翻译，帮助更多网友理解这句中国古文的含义。

克里斯托福雷蒂的帖文还配有3张从太空拍摄的中国
风景照片，分别是壮丽的渤海湾以及白天与夜晚时的北
京。该帖文已获得数以千计的转发与点赞。网友评论
说，克里斯托福雷蒂分享的词句意境绝美，照片壮观；
如果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眼界，多少痛苦都可以烟消云散。

克里斯托福雷蒂于 2001年加入意大利空军，而后积
累了超过500小时的飞行经验。2009年5月，克里斯托福
雷蒂从约8000名欧洲申请人中脱颖而出，入选成为欧洲
航天局宇航员。欧航局网站的介绍中这样写道，克里斯
托福雷蒂总是着眼于未来，正在利用业余时间学习中文。

克里斯托福雷蒂还活跃在中欧载人航天领域的相
关合作中。2015 年，中欧就载人航天领域合作签署协
议，明确中欧参与对方的航天员训练活动。克里斯托
福雷蒂是欧洲航天局中国联络工作组成员，负责与中
国同行共同制定和实施航天员训练合作计划。2017
年，她参加了中方组织的海上救生训练，这是中外航
天员在中国的首次联合训练。克里斯托福雷蒂曾在接
受媒体采访时用清晰的中文说道，双方团队在航天员
训练领域的合作非常顺利。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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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世界冠军，不一般！
立 风

近日，2022年世界技能大赛特别赛
芬兰赛区开赛。4 名来自中国的选手
参加花艺、美发、美容和时装技术全
部 4 个项目的角逐。上海农林职业技
术学院杨灵芝、杭州轻工技师学院沈
文青、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王珮、
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董青等 4 名中
国技能健儿，与来自世界各地的技能
精英同台竞技。

芬兰赛区中国代表团团长、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副
司长刘新昌说，此次代表中国参赛的
选手们拥有丰富经验和实力，希望他
们通过比赛展示中国技能人才队伍建
设成果和中国技能健儿的精神风貌，
在这一国际舞台上与其他国家和地区
的技能人才互相切磋技艺、提高技能。

同期举行的法国赛区比赛中，6
名中国选手参加了移动机器人 （双
人）、CAD 机械设计、数字建造等 5
个项目的比拼。

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世界技能
奥林匹克”，其竞技水平代表了当今
职业技能发展的世界先进水平。2022

年世界技能大赛特别赛 9 月中旬至 11
月下旬在15个国家分散举办，比赛项
目共 62 个。中国代表团 10 月上旬至
11月下旬分赴德国、瑞士、法国、芬
兰、奥地利、韩国、日本等 7 个国家
参加34个项目的比赛。

在韩国赛区比赛中，来自广州市
工贸技师学院的选手杨书明获得移
动应用开发项目金牌，成为本次大赛
该新增项目首个金牌获得者；来自深
圳技师学院的选手罗凯、陈新源分别
获得 3D 数字游戏艺术项目、云计算
项目金牌，实现中国在这两个项目上
金牌零的突破；来自上海第二工业大
学的选手梁俊获得网站设计与开发
项目铜牌，实现我国在该项目上奖牌
零的突破。

在日本赛区比赛中，重庆电子工
程职业学院学生李小松获得光电技术
项目金牌。李小松说，光电技术项目
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十分广泛，希望
未来有更多的青年投身技能成才、技
能报国的道路，让“中国制造”成为
世界的骄傲。

中国选手在时装技术项目比赛中。
卡勒·帕尔基宁摄（新华社发）

中国选手在时装技术项目比赛中中国选手在时装技术项目比赛中。。
卡勒卡勒··帕尔基宁帕尔基宁摄摄（（新华社新华社发发））

中国选手在移动机器人 （双人） 项目比赛中。
新华社记者 徐永春摄

中国选手在移动机器人中国选手在移动机器人 （（双人双人）） 项目比赛中项目比赛中。。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徐永春徐永春摄摄

晨曦中的“中国天眼”全景。
新华社记者 欧东衢摄

晨曦中的晨曦中的““中国天眼中国天眼””全景全景。。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欧东衢欧东衢摄摄

北斗全球组网示意图北斗全球组网示意图。。
新华社新华社发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