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月22日15时00分，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中法
天文卫星（SVOM）在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的托

举下升空，随后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圆满成功。
这颗凝聚了中法科学家近20年心血的卫星，将帮助人
类捕捉宇宙还在“幼年”时期产生的如焰火般灿烂而
又转瞬即逝的伽马射线暴。天文学家将这些“焰火”
称为瞬变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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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副刊“少年派”定位于亲子共读刊物，设有作文版、少儿新闻版、
科普读物版、漫画版，每周星期一至星期五，都有精彩好看的内容呈现。

◎让有温度的纸质阅读，助力孩子养成良好阅读习惯，提升核心素养。

中法天文卫星采用中方主导、双方共同开

展卫星总体设计、联合研制、共同运行、共同分

析科学探测数据并发表科学研究成果的合作

方式。自2005年启动论证，至2024年卫星发

射，卫星项目经历了长达20年的漫长岁月。几

经波折，在双方坚持不懈的共同努力下完成。

“与搭载科学仪器的合作形式不同，两国

合作在卫星的概念设计之初就开始了，这颗

卫星是中法共同协商研究出来的结果。”魏建

彦说。

这项国际合作研制周期长，需要沟通的时

间也长，“虽然经历了近20年风风雨雨，我们初

心未改。”他表示。

中法双方各有100多名科研人员长期参与

卫星研发。魏建彦说，双方相互学习借鉴，各

有擅长。在项目推动下，参研人员对两国文

化、国情都增进了理解，成为中法友谊合作的

坚定支持者。“合作为两国带来科学回报，促进
航天技术突破，也增强了其他国家与中国开展
空间科学合作的信心。”他说。

全程参与这颗卫星研制的中方项目经理
张永合说：“在我参与过的国际合作项目中，这
个项目的合作是最深入也是最复杂的，它持续
时间长、涉及人员多、合作深入。”

最初两国科学家使用电子邮件交流，后来
有了视频会议，如今基本都使用微信。“伽马暴
出现后会很快消失，我们必须迅速反应，所以
使用微信交流是最便捷有效的沟通方式。”科
迪尔说。

在航天领域，中法合作由来已久。自1997
年两国政府签署合作协定以来，中法在载人航
天、深空探测、对地观测等多领域开展了合作。

文图均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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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法天文卫星法方首席科

学家，贝特朗·科迪尔在西昌卫星发

射中心的山谷中目睹了这颗卫星成

功发射。尽管科迪尔参与过很多空

间科学项目，这还是他第一次观看火

箭升空。过去几日他心情一直很紧

张，现在终于松了一口气，但仍面临

一系列艰巨的科研工作。

“这很有趣，中国可能是4000年

前第一个观测瞬变天空的文明。他

们保留着彗星、超新星等古老的记

录。我们这次任务延续了4000年前

中国人开始的工作。”科迪尔说。

“我们希望看到来自最遥远宇宙

也是最早的伽马暴，研究宇宙的‘幼

年’和演化。还希望发现特殊、罕见

的伽马暴，甚至新类型的伽马暴。例

如伴随有千新星产生的伽马暴，至今

人类只确切地发现过两例，是国际研

究热点。我们的卫星非常适合寻找

它，将对恒星演化研究，回答‘金、银、

稀土等元素从哪里来’这些非常有趣

的科学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卫星中

方首席科学家魏建彦说。

伽马暴是目前已知的宇宙中除

了宇宙大爆炸以外的最剧烈的爆发

现象，产生于大质量恒星塌缩或双

致密星并合，时间非常短，被科学家

视为宇宙中的极端物理实验室。对

伽马暴进行深入观测和研究将有助

于人类理解基础科学中的若干重大

问题。

“利用伽马暴，我们可以观测早

期宇宙以及最早的恒星。我们将打

开探测伽马暴的新窗口，希望发现人

类还一无所知的新现象、新天体。”科

迪尔说。

卫星配置了四台仪器，分为大视

场和高精度观测两类。其中大视场

探测仪器的观测视野范围在1万平方

度左右，相当于覆盖全天的四分之

一，就像张开一张大网，可以捕捉天

空中无法预测稍纵即逝的伽马暴。

一旦发现目标后，卫星会自动转向目

标，利用两个小视场望远镜对准开展

长时间的高精度观测。

这一项目具备实时下传能力的

星地通讯网络，能够实现天地联合快

速响应观测能力。卫星在发现目标

后立即将初步的位置和时间信息通

过星地链路在一分钟之内发送到地

面，通知地球上的各个波段望远镜指

向目标。如果科学家在地面上发现

了太空中有趣的目标，也可以利用中

国北斗卫星系统在5分钟左右时间内

命令卫星指向目标。

“国际上以前的伽马暴卫星反应

最快需要约20分钟，这是一个很大的

飞跃。”魏建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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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2日，中法天文卫星（SVOM）发
射升空，开启探秘伽马暴的重要任务。

中法天文卫星效果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