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丽的宇宙太空，正以它的神秘和绚丽，召唤我们踏过平庸，进入无垠

的广袤。”“天眼”之父南仁东生前对苍穹的深情表白，令人动容。

南仁东生前曾任 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工程首席科学家、

总工程师，没有他，很难想象“天眼”会伫立于世。

二十多年来，从 FAST 的选址、立项、可行性研究，到指导各项关键技术

的研究以及模型试验，南仁东似乎为这只“天眼”着了魔，把余生精力毫无保

留地给了它。

故事得从 1993年讲起。

那年，日本东京召开国际无线电科学联盟大会。科学家提出要建设下

一代射电望远镜，为 10年、20年后的射电天文学发展做打算。

“咱们也建一个吧。”国际上提出要建平方公里望远镜，时任中国科学院

北京天文台副台长的南仁东则和几位同仁提出一个大胆的方案——在中国

建造直径 500米、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当时，中国最大的射电望远

镜口径只有不到 30米。

说干就干。从这么一句话开始，南仁东把自己与“天眼”牢牢绑在了

一起。

1994年，南仁东开始主持国际大射电望远镜计划的中国推进工作。从

此，年近 50岁的他再也停不下来。

在国际上，用钢结构建造的射电望远镜，口径突破 100米已经是工程的

极限。想建更大口径的望远镜，就要选择一个又大又圆的坑，依靠地势来实

现。贵州的喀斯特地貌，坑洼无数，成了天然的候选目标。

为了在贵州喀斯特地形区找到一个完美的台址，南仁东像个农民一样，

拄着竹竿，挽着裤腿，爬上爬下。从 1994年到 2006年，这个挑剔的老头儿用

12年时间找到了自己心目中“最独一无二的洼地”。

2007年，FAST终于正式立项。南仁东更拼命了。

FAST 工程的艰难程度远超想象，关键技术又无先例可循。而且，工程

涉及天文学、力学、机械工程、电子学、测量学，甚至岩土工程等各个领域。

南仁东生前曾多次跟老同事斯可克提起，FAST 项目做不好，他没法向国家

交代，所以不敢有半点疏忽。

FAST 工程副经理兼办公室主任张蜀新曾拍过一段南仁东在工程现场

的视频。南仁东穿的与施工工人无异，马不停蹄地奔走在工程的各个细节

查看。他表情严肃，声音沙哑，不停地向施工单位提建议、挑毛病。

2010 年，FAST 曾经历一场近乎灾难性的风险——索网疲劳问题。当

时购买的钢索进行疲劳实验后，没有一例能满足 FAST 的使用要求。FAST

反射面的结构形式也因此迟迟定不下来。南仁东寝食难安，天天与技术人

员沟通。经历近百次失败后，他终于带领团队研制出满足要求的钢索结构。

8000 多个日日夜夜，FAST 就像南仁东亲手拉扯大的孩子。作为首席

科学家，南仁东主导和参与了 FAST 项目每一个工程难题，带领 FAST 渡过

一次又一次危机。

“南老师对 FAST 是如此了解，从最初讨论到每一个细节设计，所有关

键技术他都了如指掌。”曾跟随南仁东读博士后的岳友岭回忆。

FAST 馈源支撑塔开始安装时，南仁东立志第一个爬上每一座塔的塔

顶。他确实这样做了。对南仁东的这份执着，FAST工程馈源支撑系统副总

工程师李辉曾感到不解。后来回想起南仁东在塔顶推动大滑轮的情景，他

明白了——老人是在用特殊的方式拥抱 FAST啊！

2016 年 9 月 FAST 竣工仪式上，一段宣传片介绍了 FAST 二十几年来从

无到有的历程。岳友岭从视频中看到了南仁东二十多年前的照片，感慨万

千：南老师拄着竹竿，翻山越岭为 FAST 选址时，头发和胡子还是黑的。

2017年 9月，离“天眼”竣工不到一周年，为它把青丝熬成白发的南仁东永远

闭上了双眼。

2018 年 9 月 25 日，在“天眼”竣工两周年之际，经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小

天体命名委员会批准，中科院国家天文台于 1998年 9月 25日发现的国际永

久编号为“79694”的小行星被正式命名为“南仁东星”。

南仁东这个名字，将永远与“天眼”交相辉映。

12年翻山越岭
为FAST找到独一无二的家

观测站里静看宇宙，借助“慧眼”探视太空

仰望苍穹，天地网络捕捉星光奥秘
本报记者 唐 婷 刘园园

“中国的天文学和其他学科一样，一直非常落后。改革开放

以后才有了起步。一批年轻的中国人，包括我自己，走出国门，才

知道了什么是近代天文学。尤其明白了，天文学的真谛在于观

测。”北京师范大学天文系教授何香涛曾撰文说。

何香涛介绍，改革开放之初，国内只有 60 公分口径的望远

镜。2.16 米口径的望远镜直到 1990 年才造成，就是这台望远镜，

使中国科学家发现了超新星和类星体，才算和国际接轨。

“LAMOST 的成功，使我们有了在国际上有发言权的观测数

据。”何香涛撰文称。

LAMOST 是国家重大科学工程之一，它 2001 年 9 月开工，

2008年 10月落成，2010年 4月被冠名为“郭守敬望远镜”。

这是一架大视场兼备大口径新型光学望远镜，有效通光口径

为 4米，视场角直径为 5度，坐落于在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兴隆

观测站。

LAMOST 的建成，突破了天文望远镜大视场与大口径难以

兼得的难题，成为目前国际上口径最大的大视场望远镜，是我国

光学望远镜研制的又一里程碑，显著提高了我国在大视场多目标

光纤光谱观测设备领域的自主创新能力。

中科院国家天文台官方资料显示，2018 年 8 月，LAMOST 完

成了一期巡天，获取光谱数首次超千万量级，成为世界上第一个

获取光谱数超千万的光谱巡天项目，为天文学家研究银河系及一

般星系的形成与演化提供了有力的基础性数据。

然而，LAMOST 是一台巡天型望远镜，并非通用型望远镜。

国内具备成像观测能力的通用型望远镜，最大口径仍然只有 2米

级。这与世界先进水平存在不小的差距。

2016 年年底，《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十三五”规

划》正式公布，大型光学红外望远镜被列入优先启动的 10 个

项目之一。规划明确提出建设一架 12 米级口径的光学红外

望远镜，具备多目标、暗天体高分辨成像和光谱观测的精测

能力。

如果 12 米级口径光学红外望远镜能够顺利建成，它将使

我国光学极限探测能力处于国际领先行列，大幅提升天文观测

重大发现的综合能力，同时也为相关领域的前沿研究提供重要

支撑。

郭守敬望远镜：口径最大的大视场望远镜

本报记者 刘园园

2016年 9月，有着“中国天眼”之称的 FAST竣工，它所在的小

镇一下子成为了天文爱好者心目中的圣地。

从一个想法，到最终落成，FAST身上凝聚了几代天文人的心

血与梦想。1993年，在东京召开的国际无线电科学联盟大会上，

包括中国在内的十国天文学家提出建造新一代射电“大望远

镜”。科学家们期望，在全球电信号环境恶化到不可收拾之前，能

多收获一些射电信号。

1994 年年底，中科院北京天文台（现中科院国家天文台）提

出，从中国西南无数个喀斯特地貌的凹坑中，选出一个来建大望

远镜。这便是“中国天眼”的最初设想。

看过遥感地图，科学家们确定了 300 个候选的圆坑，经过

实地踏勘，又筛选出 80 个最圆的。贵州省黔南州平塘县克度

镇金科村的一个圆形洼地——大窝凼，最终从一堆候选者中

胜出。

FAST建成之前，世界上赫赫有名的“大块头”射电天线锅，有

德国 100 米直径的埃菲尔斯伯格和美国 305 米直径的阿雷西博。

和埃菲尔斯伯格望远镜相比，FAST 的灵敏度提高了 10倍。这意

味着，远在百亿光年外的射电信号，FAST也有可能听到。

历经 20 多年的论证、选址和施工建设，竣工后的 FAST 进入

试运行、试调试阶段。处于调试阶段的 FAST 的采样时间为 200

微秒，相当于 1秒钟采样 5000次。

很快，人们迎来了 FAST的好消息。竣工一年后的 2017年 10

月 10 日，中科院在北京宣布，FAST 团队利用位于贵州师范大学

的 FAST 早期科学中心进行数据处理，探测到数十个优质脉冲星

候选体，通过系统认证了 6颗新脉冲星。其中首个被认证的新脉

冲星，是中国望远镜发现的第一颗新脉冲星。

国家天文台官方资料显示，FAST 目前已经探测到 69颗优质

的脉冲星候选体，其中 53颗被证实为新发现的脉冲星。

“中国天眼”FAST：新发现53颗脉冲星

爱因斯坦曾经预言，自然科学将逐渐向宏观和微观两个前沿

转移。有专家认为，空间科学研究既瞄准宏观的太空和宇宙，又

对准微观的粒子和生命起源，无疑是会产生重大科学突破的前沿

科学。

正是基于空间科学的重要性，发达国家积极在这一领域谋篇

布局。自 1960 年开始，国外已经发射多颗空间天文卫星或探测

器，但中国科学家拿到卫星数据时，往往已经滞后了一年甚至好

几年。

出于对重大突破的期待，科学家们都渴望拿到科学卫星的一

手数据进行研究，而不是从别人分析过的二手数据中“捡漏”。

2017 年 6 月 15 日，“慧眼”发射升空，架设起中国人自己的空间

天文台，我国在空间高能天体物理领域没有自主数据的历史

随之结束。借助“慧眼”，科学家将进一步揭开宇宙的神

秘面纱。

作为我国自主设计研制的首颗 X

射线天文卫星，“慧眼”有哪些过人的本

事？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慧眼”卫星有效载荷

总设计师卢方军介绍，“慧眼”同时具有大探测器面积、宽能谱

覆盖和高时间分辨率，在国际上具有独特的研究黑洞、中子星

等天体硬 X 射线快速光变的能力，且是软伽马射线能区国际上

面积最大的伽马射线暴监视器，已多次参加对引力波电磁对应

体的国际联测。

发射升空后，历经 7个多月的在轨测试阶段，表现优异的“慧

眼”于 2018 年 1 月 30 日正式交付使用。在“慧眼”卫星在轨交付

投入使用仪式上，卫星系统总设计师潘腾评价道，“慧眼”遨游太

空，使我国高能天文研究进入空间观测新阶段，对提高我国在空

间科学领域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不只是“慧眼”，我国近年来还发射了“悟空”等多颗

空间科学卫星。未来，“慧眼”也不会一个人战斗。2018 年 3 月，

中科院宣布启动增强型 X射线时变与偏振（eXTP）空间天文台背

景型号项目。

作为“慧眼”卫星的后续型号，eXTP是由我国科学家发起和主

导的重大国际合作空间科学项目，将在黑洞、中子星等的极端引

力、极端密度和极端磁场条件下高精度地检验广义相对论、量子色

动力学和量子电动力学的基本理论，寻求在重要前沿的物理学新

突破。据悉，eXTP 将于 2025 年前后发射升空，有望成为 2025—

2035年间性能指标国际领先的旗舰级X射线空间天文台。

科学卫星：架起中国自己的空间天文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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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天文学长期落后，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观测设备。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天文学终于迈出追赶的步伐。
2008年，大视场巡天望远镜大天区面积多目标光纤光谱天文望远镜（LAMOST）落成，它显著提高了我国

在大视场多目标光纤光谱观测设备领域的自主创新能力。2016年，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竣工，
它的到来，使得中国望远镜在寻找新脉冲星的征途上实现了“零的突破”；2017年，硬X射线调制望远镜卫星

“慧眼”成功发射，它使我国的天文观测实现了由地面观测到天地联合观测的跨越。
宇宙浩渺，苍穹无垠，中国在探索之路上未敢停歇。

由于同一经度附近天文台站较少，中科院云南天
文台丽江天文观测站高美古园区在全球天文观测网和
空间与地面的联合观测中占据不可或缺的位置。

上世纪90年代，科研人员在中
科院北京天文台兴隆观测站使用
60/90厘米施密特望远镜进行观测。

500 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被誉为“中国
天眼”，FAST身上凝聚了几代天文人的心血与梦想。

没有南仁东，很难想象“天眼”会伫立于世。

光影档案

国家天文台兴隆观测站的郭守敬望远镜国家天文台兴隆观测站的郭守敬望远镜（（LAMOSTLAMOST））

责编 段 佳

（本版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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