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 2022年8月31日 星期三 责编王萌 版式梁燕 天下WEST CHINA METROPOLIS DAILY

成果亮眼
国际上首次

给太阳低层大气做“CT”

太阳是地球人类文明和经济社会
发展最重要的环境影响因素，是万物
生长的源泉。太阳是太阳系中最大的
天体，是离地球最近、与人类关系最密
切的恒星。太阳对地球演化和人类文
明发展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

同时，太阳对地球的影响也无所
不在。人类已建立了地面太阳监测
网，但由于地球大气对紫外、X射线、
伽马射线等电磁波是不透明的，地面
上的可见光波段也会受到地球大气吸
收、扰动和阴雨天气等因素的影响，探
测行星际等离子体、磁场信息，必须到
深空中去。

高分专项总设计师兼副总指挥、
国防科工局重大专项工程中心主任赵
坚介绍，近一年来，国家航天局组织航
天科技集团、南京大学等工程任务团
队，开展卫星平台超高指向精度、超高
稳定度技术试验300余次，太阳光谱
成像1000余次，圆满完成了“羲和号”
在轨测试和试验工作，取得了重要科
研成果，包含5项国际首次成果。

“我们在国际上首次实现了在空
间对太阳Hα波段的光谱扫描成像，
记录了太阳活动在光球层和色球层的
响应过程。”赵坚告诉记者，通过一次
扫描，“羲和号”可获取376个波长位

置的太阳图像，不同波长对应了光球
和色球不同层次的太阳大气。

赵坚说，对于太阳物理研究而言，
Hα谱线十分重要。“因为它是太阳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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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大提高我们对太阳爆发物理机制的
认知。”

据悉，“羲和号”此次利用Hα成
像光谱仪的分辨率比地面滤光器提高
了约10倍，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羲和号”卫星首席科学家、南京
大学教授丁明德表示，“羲和号”在国
际上首次在轨获取了太阳Hα谱线、
SiⅠ和FeⅠ谱线，得到了完整的谱线
轮廓，这些数据有助于科学家计算出
太阳大气的温度、密度、速度，更加深
入地研究太阳大气结构，了解太阳爆
发活动的触发原因和传播过程，从而
更好地开展空间天气预报，保障人类
生命安全。

丁明德介绍，“羲和号”卫星科学
数据已向全球开放共享，可通过南京
大学太阳科学数据中心查询和下载，
目前已得到美、法、德等国太阳物理研
究学者的广泛应用。

技术创新
太空“磁悬浮”
让拍照又准又稳

作为一名“摄影师”，相机既要对

得准，又要拍得稳。“羲和号”在国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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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上了“云台”。

航天科技集团八院“羲和号”卫星
系统总指挥陈建新介绍，传统卫星均
采用平台舱和载荷舱固定连接的设计
方法，平台舱飞轮、陀螺等活动部件的
振动，将不可避免地传递至载荷舱，影
响相机观测质量。“羲和号”采用“动静
隔离非接触”的总体设计新方法，将平
台舱与载荷舱物理隔离，有效隔绝了
卫星平台的干扰，通过大带宽、超高精
度的磁浮作动器，实现了相机指向精
度和稳定度指标较传统卫星提升一至
两个数量级。

同时，为实现平台舱对载荷舱的
能源供给以及两舱之间的信息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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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新型平台还将应
用于空间天文探测、高分辨率对地详
查等新一代航天任务中，有效完成高
精度观测。

破解难题
空间测速

探索全新解决方案

卫星在茫茫太空飞行，如何准
确获取自身的位置和速度？赵坚告
诉记者，与近地空间任务相比，深空
探测任务由于缺乏导航卫星的辅

助，只能依靠传统的无线电测距、测
速导航方法。然而，无线电导航的
精确性会随着卫星飞行距离的增加
而大幅下降。此次“羲和号”搭载了
原子鉴频太阳测速导航仪，就试图
克服这一困难。

卫星在太空中运动，太阳发出
的光到达卫星时将产生频率变化，
也就是多普勒频移，频移的大小与
卫星相对太阳的视向速度成正比。
因此，如果能测出太阳光的频率变
化，也就能知道卫星相对太阳的视
向速度。

赵坚告诉记者，“羲和号”在国际
上首次在轨采用原子鉴频原理，利用
钠原子自身的超精细光谱作为频率
标准，实时准确地确定太阳光的频
率变化，进而获取卫星相对太阳的
视向速度。经过在轨实测，导航仪
的速度测量精度优于2米每秒，为未
来深空探测任务中的自主导航提供
了一种新型的速度测量技术手段，夯
实了我国在深空探测领域的原创性
技术积累。

此外，相关科学与工程部门已联
合提出了未来开展日地L5点太阳探
测、太阳极轨探测、太阳抵近探测等
一系列任务规划，将对太阳进行全
方位立体探测，进一步深入认识太
阳活动的起源和演化，监测太阳爆
发的行星际传播和对地响应，为推动
人类科学文明的发展贡献力量。

据新华社

8 月 17 日，中国作家协会发布
2022 年拟发展会员名单并进行公
示。公示中称，中国作家协会2022年
会员发展工作自2021年12月底启动以
来，共收到2875份申请，经审核确认，
符合申请条件的申请者共 2211 人。
在征求各团体会员意见和咨询各文学
门类专家意见的基础上，中国作家协

会书记处于 8 月 16 日进行审议并投
票，拟发展会员994人，现将名单予以
公示。公示时间为 2022年 8月 17日
至8月23日。

这份944名拟发展会员名单中，贾
平凹之女贾浅浅在列。其此前被指部
分文化水平不高的诗歌，再次引发网友
热议。

截至8月 30日，距离公示期满已
经过去了7天，引发争议的贾浅浅是
否能加入中国作协？对此，30 日上
午 11 点 50 分，华西都市报、封面新
闻记者电话联系到中国作协办公室，
一位工作人员接听了电话。记者问
到，距离公示期满已过去了 7 天，中
国作家协会什么时候正式公布新名

单？中国作协是否会批准贾浅浅正
式成为中国作协会员？对此，该工作
人员表示，中国作协相关部门还要根
据公示的情况开会进行讨论。讨论后，
一定会有一个结果。届时，中国作协会
对外公布，请大家关注中国作协发布
的消息。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杜恩湖

中国作家协会2022年拟发展会员公示期已过，新名单尚未公布

贾浅浅是否入会？工作人员：还要开会讨论

“效法羲和驭天马，志在长空牧群
星”，我国首颗太阳探测科学技术试验卫
星“羲和号”成功发射后一直受到关注。8
月 30日，“羲和号”成果发布会在京举
行。“羲和号”取得了哪些重要成果？有何
意义？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我国首位太阳专属“摄影师”“羲和号”效果图。图据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八院

“羲和号”太阳探测科学技术试验卫星。
图据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八院

已观测到近百个太阳爆发活动，首次在轨获取太阳Hα谱线精细结构……

我国首位太阳专属“摄影师”
“羲和号”取得了哪些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