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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这十年

成都天府国际机场设计总负责人邱小勇：

“最美”的设计图变成了实景图

俯瞰成都天府国际机场。

“拉索”首席科学家曹臻：

探索宇宙奥秘我们建成全球最灵敏的“火眼金睛”

位于稻城海子山的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杨金祝
天府国际机场供图

8月18日，中共四川省委“中国这十
年·四川”主题新闻发布会在成都举行。

发布会提到，四川 10 年间新增民
用运输机场6个，总数达16个、居全国
第三；去年 6 月天府国际机场建成投
运，与双流国际机场实现“两场一体”
运营，成都成为继北京、上海之后全国
第3个拥有双国际机场的城市，今年上
半年旅客吞吐量居全国第一。

从规划设计到工程竣工，成都天
府国际机场设计总负责人、中建西南
院总建筑师邱小勇全程参与其中。“看
着最美的设计图变成了实景图，这种
感觉太好了。”

十年蓄力
“神鸟”展翅飞全球

天府国际机场是国家“十三五”期
间规划建设的最大民用枢纽机场。
2011年5月，四川正式启动天府机场
选址工作。2015年6月，中建西南院
联合体设计的“太阳神鸟”方案，力压
来自全世界的六个竞标方案联合体，
获得专家全票推荐。

“我们的设计给人的第一感觉就
是美。”邱小勇说，设计团队将成都及
四川的文化气质融入到设计中，设计
了4座如“太阳神鸟”形状的航站楼。
远远望去，“太阳神鸟”展翅欲飞。

之后几年，“神鸟”在天府大地上

快速“生长”。50万米高空上的卫星图
像显示，2016年7月16日，天府国际机
场区域绿意葱茏，零星露出黄色的地
表。一年多之后，机场航站楼的轮廓
开始清晰，“神鸟”图像若隐若现。到
了2020年11月，整个天府机场已“整
装待发”，两座银色的航站楼、装饰整
洁的跑道正式亮相。

“神鸟”成长的过程也被一群摄影
爱好者记录下来。2019年，得到有关
方面的允许后，“90后”摄影师陈成和
他的团队开始了在天府国际机场的第
一次拍摄。“到了现场，很震撼，感受到
了天府国际机场的庞大。”陈成说。

之后两年多，陈成往返机场40余
次，记录了航站楼主体结构完工、跑道
助航灯亮灯、机场真机试飞、大型综合

演练等历史性时刻。“看着天府国际机
场的变化，能深刻感受到作为一个成
都市民的自豪感。”陈成说。

2021年6月27日，随着天府国际
机场正式投运，成都开启了“双机场”
时代。不少专家学者认为，新机场不
仅是一个交通枢纽，更是一个带动区
域经济发展的强力引擎，将助力川渝
地区高质量发展。

运力提升
前7月旅客吞吐量全国第一

四川省机场集团的最新数据显
示，今年前7月，成都双流机场、天府机
场共完成运输起降17.7万架次、旅客
吞吐量 1974.9 万人次、货邮吞吐量
37.0万吨，其中运输起降架次和旅客吞

吐量在全国城市排名第一。
投运一年多来，天府国际机场顺

利度过投运初期磨合阶段，32家国内
航司先后入场运营，实现了由高质量
建设向高水平运营的平稳转变。在航
线拓展方面，积极推动航司加密、新开
国内干线和省内支线，累计开通航线
202条，航线网络已覆盖全国。

今年3月15日，民航局发布了《关
于加快成渝世界级机场群建设的指导
意见》，将成都国际航空枢纽明确为成
渝世界级机场群的双核枢纽之一。

四川省机场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陈华广表示，将充分发挥成都国际
航空枢纽引领带动作用，促进区域内
干支机场高质量协同发展，为成渝世
界级机场群建设积极贡献四川力量。
在打造成都国际航空客运枢纽方面，
天府机场将加快打造引领西部开发开
放的国际航空枢纽，打造联通全球、功
能完善的国际航线网络和覆盖广泛、
深度通达的国内航线网络。双流机场
将加快打造高质量区域航空枢纽，实
现“北上广深”等精品商务航线公交化
运行，持续拓展“进藏入疆”市场，复
航、加密港澳台地区航线，打造优质
化、精品化区域航空枢纽。

按照计划，天府机场完成第四次
转场任务后，每日计划航班量达到约
1138架次。届时，天府国际机场将拥
有完善的国内干支航线网络布局、高
效衔接的枢纽中转网络，国际航线网
络覆盖范围和航班密度显著增强，成
都国际航空枢纽的主枢纽机场地位将
进一步凸显。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陈彦霏
受访者供图

8月18日召开的“中国这十年·四
川”主题新闻发布会提到，四川正在成
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重要承载区和创
新要素加速汇聚地。四川拥有亚洲最
大的航空风洞群、高海拔宇宙线观测
站、极深地下暗物质实验室等国家重
大科技基础设施。

位于甘孜稻城的高海拔宇宙线观
测站（LHAASO，简称拉索），是全球灵
敏度最高的高能宇宙线探测装置，犹
如孙悟空的“火眼金睛”，最近发现了
迄今最高能量光子，开启了“超高能伽
马天文学”时代。

十年磨一剑，拉索是怎样从规划、
建设、建成到投入使用产生成果的？
记者日前对话了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
项目首席科学家曹臻。

观测站选址稻城海子山

宇宙无限，信使有痕。
拉索的核心目标是帮助科学家接

收从外太空洒向地球的宇宙线，这些宇
宙线相当于一个个“信使”，其携带的信
息能帮助人们探索高能宇宙线起源、宇
宙演化以及高能天体演化的奥秘。

1949年，以张文裕为代表的中国

第一代宇宙线研究者，着手在云南东
川的落雪山上建立实验室，不过到了
20世纪70年代，实验室才进入“可用
的状态”。20世纪80年代末，第二代
探索者接力，申请启动西藏羊八井探
测站建设。当时中方负责羊八井基地
建设，日方则提供阵列设备。

抱着看到更广阔宇宙的坚定信
念，曹臻带领团队在2009年正式提出
建设“拉索”。曹臻团队通过广泛踏勘
调研，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项目最终
选定四川稻城的海子山，并在海拔较
低的稻城县城区建立测控基地。

2013年，在国务院发布的《国家重
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中长期规划
（2012-2030年）》中，拉索被列为16
个优先安排的重大项目之一。

开启“超高能”新时代

2017 年，拉索在海子山破土动
工。曹臻介绍，之所以选址四川稻城，
是因为宇宙线粒子穿越大气层时容易
被吸收，越是在海拔高、空气稀薄的地
方设置探测器，接收到宇宙线粒子信
号的可能性越大。但海拔如果太高，
建设又太困难。

因为工程量大、工期长，拉索采取
边建设边运行的方式，因此在建设阶
段就产生出不少令世界瞩目的成果。
除了测定蟹状星云“标准烛光”超高能
段亮度，2021年5月17日，拉索还发现
首批“拍电子伏加速器”和最高能量光
子，开启“超高能伽马天文学”时代。

2021年底，拉索正式通过性能工
艺验收，正式进入科学运行阶段。

从高空俯瞰，占地1.36平方公里
的拉索由3个探测器阵列组成。占地
面积最大的是地面簇射粒子阵列，由
5216个电磁粒子探测器和1188个缪子
探测器组成。在拉索大圆盘的中心，是
78000平方米的水切伦科夫探测器阵
列，其两角是由18台集装箱式样的广
角切伦科夫望远镜组成的阵列。

“三种探测器阵列分工有所不同，
相互间可印证且补充。”曹臻举例，望
远镜阵列记录的是宇宙线到达地面前
在空中发展的全过程，而其他两个阵
列则捕捉到达时的瞬间信息，“这样高
度复合型且能够覆盖多能段的探测阵
列在全世界都少见。”

如今，完成建设后的拉索每天都
会“迎接”数十亿“天外来客”宇宙线，
成为地球上最繁忙的“宇宙驿站”。未
来，拉索还将通过对这些宇宙线的研
究，发现更多宇宙的奥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