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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 晔

52年前，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拉开了中国人探索

宇宙奥秘、和平利用太空、造福人类的序幕。为了纪念这一壮举，我国将“中国航

天日”定在了每年的 4月 24日。中国航天日从它诞生那一刻起就与卫星结下了

不解之缘。

7年前，中国科学院第一颗空间科学卫星系列首发星——暗物质粒子探测卫

星“悟空”号发射升空，标志着我国空间科学进入全面探索阶段。随后，“慧眼”

“羲和号”“张衡一号”等多颗科学卫星陆续发射升空。

在第七个“中国航天日”即将到来之际,让我们不忘初心，一起来看看现在天

空中闪耀着的那些科学之“星”。

寻 找 暗 物 质 存 在 的 证 据 、观 测 黑 洞 爆 发 、研 究 太 阳

“一磁两暴”……近年来，我国陆续研制并发射了数颗空

间天文卫星，不断拓展认知宇宙的新边界，开启空间科学

探索的新征程。

“悟空”号

2015 年 12 月 17 日，“悟空”号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成功

发射。该卫星是迄今为止观测能段范围最宽、能量分辨率

最优的高能伽马射线、电子宇宙射线空间探测器。“悟空”

肩负着寻找暗物质存在证据的使命，它平均每秒就能捕

捉 60 个高能粒子，可以对量级在 10 亿电子伏特到数十万

亿电子伏特之间的电子、伽马射线等宇宙线粒子进行测

量。目前，“悟空”号已先后取得精确测量电子能谱、绘制

高能质子宇宙线能谱、绘出迄今最精确的高能氦核宇宙

线能谱并观测到能谱新结构等重大科学成果，其探测的

首批伽马光子科学数据也已向全球公开。

“慧眼”卫星

2017 年 6 月 15 日，“慧眼”硬 X 射线调制望远镜卫星发

射升空。它装载着高能、中能、低能 X 射线望远镜和空间环

境监测器等 4 个有效载荷。“慧眼”卫星升空后，陆续取得一

系列重大科学成果，包括观测到双中子星并合引力波事件、

黑洞双星爆发过程的全景、第 24 太阳活动周最大耀斑的高

能辐射过程，以及直接测量到宇宙最强磁场、高精度实现了

脉冲星导航的在轨验证、发现距离黑洞最近的相对论喷流、

发现逃离黑洞的高速等离子体、发现并证认了首例和快速

射电暴同时发生并且来自于磁星（磁场极强的中子星）的 X

射线暴等。

“羲和号”

2021 年 10 月 14 日，我国首颗太阳探测科学技术试验卫

星“羲和号”成功发射，标志着我国正式迈入空间探日时

代。“羲和号”首次采用“动静隔离非接触”总体设计新方法，

首次提出“载荷舱主动控制、平台舱从动控制”方法，将首次

实现全日面 Hα波段光谱成像观测，可获得太阳爆发时的

大气温度、速度等物理量的变化记录，有助于研究太阳爆发

的动力学过程和物理机制。

空间天文卫星

拓展人类对宇宙的认知

它们是人类活动的“侦察员”，通过“火眼金睛”观察人与

自然如何交互作用；它们还是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吹哨人”，监

控人类不文明行为。它们就是空间地球科学卫星，换个角度

看地球，是它们的看家本领。

“张衡一号”

2018 年 2 月 2 日，电磁监测试验卫星“张衡一号”发射升

空。空间电磁扰动与地震发生具有明显的相关性，因此构建

空间电磁监测体系对探索地震预测新方法有着重要意义。“张

衡一号”装载有高精度磁强计、感应式磁力仪载荷，通过获取

全球电磁场、电离层等离子体、高能粒子观测数据，对中国及

周边区域开展电离层动态实时监测和地震前兆跟踪。“张衡一

号”在国内首次实现高精度电离层电子、离子原位探测，首次

在电离层对 Pc1地磁脉动（指频率在 0.2—5赫兹的低频波动）

实现南北共轭观测，并获取了中国首批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

全球地磁场等观测数据。

碳卫星

2016 年 12 月 22 日，全球二氧化碳监测科学实验卫星（碳

卫星）发射升空。它携带高光谱与高空间分辨率二氧化碳探

测仪、多谱段云与气溶胶探测仪等探测设备，可以真实、客观

地反映全球大气二氧化碳含量的实时变化情况，使碳源汇的

定量计算与监测有了依据。依靠碳卫星，我国科学家获得了

首幅全球二氧化碳分布图，以及获取了中国碳卫星首个全球

碳通量数据集；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获得陆地生态系

统日光诱导叶绿素荧光数据产品。

“可持续发展科学卫星1号”

2021 年 11 月 5 日，“可持续发展科学卫星 1 号”（SDG-

SAT-1）发射升空，它是全球首颗专门服务联合国 2030 年可

持续发展议程的科学卫星，数据产品面向全球共享。其搭载

了热红外、微光和多谱段成像仪 3 个有效载荷，将实现“人类

活动痕迹”的精细刻画：热红外成像仪可精细探测陆地表面与

水表温度、农田精细水热动态变化、城市热能分布等；微光成

像仪通过探测夜间灯光的强度和分布，具有反映社会经济发

展水平和人居格局的能力；多谱段成像仪可对水质、近海生态

环境、滨海养殖和水生植物分布，以及冰川、积雪、植被覆盖等

进行监测和分析。2021 年底，该星首批 11 幅影像正式发布，

包括我国长三角、山东半岛、西藏纳木错、新疆阿克苏、北京、

上海及法国巴黎等多个地区和城市的微光、多谱段与热红外

成像仪影像。

空间地球科学卫星

换个角度观察人与自然

构建星地量子通信网、探测空间引力波、开展微重力科学

实验……随着科学的进步，人类开始研究发生在日地空间、行

星际空间以及整个宇宙空间的物理、化学，乃至生命等的现象

及规律，在这方面，空间科学实验卫星有着无法替代的地位和

作用。

“墨子”号

2016 年 8 月 16 日，世界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

发射升空。它突破了一系列高精尖技术，包括星地光路对准、

偏振态保持与星地基矢校正、量子光源载荷等，顺利完成了量

子纠缠分发、量子密钥分发、量子隐形传态三大科学实验任

务。在此基础上，“墨子”号又完成了与“京沪干线”的对接，实

现了洲际量子保密通信。目前，依托“墨子”号，我国科学家成

功实现了跨越 4600公里的星地量子密钥分发，还构建了全球

首个星地量子通信网络，覆盖我国 4省 3市 32个节点，包括北

京、济南、合肥和上海 4个量子城域网，目前已接入 150多家用

户。此外，“墨子”号还对量子力学与引力的融合等物理学基

本问题检验提供了新的平台。

“太极一号”

2019 年 8 月底，微重力技术实验卫星“太极一号”成功发

射。“太极一号”搭载的激光干涉仪位移测量精度达到百皮米量

级（约为一个原子直径），引力参考传感器测量精度达到地球重

力加速度的百亿分之一量级，微推进器推力分辨率达到亚微牛

量级。目前，“太极一号”已圆满完成全部预设实验任务，实现

了我国迄今为止最高精度的空间激光干涉测量，完成了国际首

次微牛量级射频离子和霍尔两种类型电微推技术的全部性能

验证，并率先实现了我国两种无拖曳控制技术的突破。

“天琴一号”

2019 年 12 月 20 日，“天琴一号”成功发射升空。该星将

对高精度空间惯性传感器、激光干涉仪等设备，以及无拖曳控

制技术、微牛顿量级推进等核心技术开展在轨验证。第一轮

实验结果显示，“天琴一号”所有技术指标均超出任务预期目

标。近期，“天琴一号”卫星获得了全球重力场数据，该数据可

服务于大地测量、地球物理、油气资源勘探等领域，有助于应

对全球气候变化、防灾减灾。

“怀柔一号”

2020 年 12 月 10 日，引力波暴高能电磁对应体全天监测

器卫星（“怀柔一号”）发射成功。首发的 2颗小卫星分布于地

球两侧，采用共轭轨道的星座布局，将对引力波伽马暴、快速

射电暴高能辐射，特殊伽马暴和磁星爆发等高能天体爆发现

象进行全天监测，旨在破解黑洞、中子星等致密天体的形成和

演化，以及双致密星并合之谜。此外，“怀柔一号”还将探测太

阳耀斑、地球伽马闪和地球电子束等日地空间高能辐射现象，

为进一步研究其物理机制提供科学观测数据。2021年 1月 20

日，“怀柔一号”卫星团队首次在国际伽马暴协调网络发布天

体爆发事件 GRB 210119A 的观测通告，标志着该卫星开始

向国际天文界提供及时的观测结果。

（本版图片由视觉中国供图）

空间基础物理卫星

把实验室搬上茫茫太空

新华社讯（记者孙楠 冯歆然）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近日表示，当前，中国

正在组织实施同联合国外空司合作的中国空间站首批国际合作项目。中方愿

与所有致力于和平利用外空的国家和地区一道，开展更多的国际合作与交

流。中国空间站欢迎外国航天员来访。

汪文斌说，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的消息令人倍感振奋。

神舟十三号任务是中国载人航天的突破之旅，亮点纷呈，创下多个“第一”。这

些成果的取得意味着中国空间站建造的关键技术实现全面突破，为下一步空

间站建造阶段任务实施奠定了坚实基础。

他表示，探索未知宇宙，发展航天技术，是人类的共同事业，离不开世界各

国的通力合作。国际合作是航天发展的趋势潮流。

汪文斌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自立项实施以来，始终坚持和平利用、平等

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与法国、德国、意大利、俄罗斯、巴基斯坦以及联合国外

空司、欧洲航天局等多个航天机构和组织签署了合作协议，实施了形式多样的

合作项目，取得了丰硕的合作成果。中国空间站是历史上此类项目首次向所

有联合国会员国开放。目前已有 17个国家、23个实体的 9个项目成为中国空

间站科学实验首批入选项目。联合国外层空间事务办公室主任西莫内塔·迪

皮波表示，中国开放空间站是联合国“全球共享太空”倡议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一个“伟大范例”。

“当前，我们正在组织实施同联合国外空司合作的中国空间站首批国际合

作项目，最快有望在今年年底上行开展实验研究。”汪文斌说。

汪文斌说，中方愿与所有致力于和平利用外空的国家和地区一道，开展更

多的国际合作与交流。“中国空间站欢迎外国航天员来访，并和中国航天员一

道，共同为人类探索宇宙奥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

中国空间站欢迎外国航天员来访

◎张 琪

大约 6600 万年前，一颗巨大的小行星撞上了如今墨西哥的尤卡坦半岛，

引发了大范围的野火和海啸。这颗小行星就是著名的希克苏鲁伯小行星。就

在这场撞击后不久，地球迎来了白垩纪末大灭绝，约 76%的物种从此消失了，

其中就包括所有的非鸟类恐龙。

你可能会觉得，这样的末日景象离我们很远。但人类或许也曾经历过类

似的事件，就在一万多年前。

一场突如其来的千年寒冬

更新世末期，地球告别了最近一次冰期（即末次盛冰期），开始缓慢升

温。然而 12900 年前，这样的趋势突然被打断——全球大部分地区气温骤

降，在短短几十年间，全球平均气温可能下降了 6℃—8℃，地球进入了长达

1300 年的寒冬。这场突如其来的寒冬结束得也很突然：格陵兰的冰芯记录

显示，大约 11700 年前，当地气温在 10 年内迅速上升了 10℃，标志着这段漫

长寒冬的结束。

这次突然的降温被称为新仙女木事件。与地质历史上几乎所有气候变化

事件一样，关于新仙女木事件的成因众说纷纭。

在北美洲，有一套很明显的深色地层，被称为“黑垫”，形成于约 12900 年

前新仙女木事件刚开始的时候。

2007 年，美国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发现，北美洲的“黑

垫”下方还有一个很薄的沉积层，虽然厚度只有不到 5 厘米，但其中布满了微

球粒、纳米金刚石颗粒，以及各种奇怪形态的碳、木炭和烟粒，微球粒中还检测

到了很高的铱含量。

这些发现仿佛是给地质学家的一条留言——小行星“到此一游”。首先，

微球粒本就是陨石撞击现场的“常客”；同时，铱在地球表面很稀有，因此大量

的铱往往指向了地外天体。

与这些高铱微球粒同时出现的，还有许多球形的碳和玻璃质的碳，这些物

质与烟粒、木炭共同指向了另一个来源——野火。在现代的森林大火后，也能

观察到类似的物质。因此，研究者怀疑在 12900年前，这里曾发生过一场陨石

撞击，并因此点燃了野火，撞击和燃烧产生的高温将大量的有机质燃烧成了碳

球、玻璃态的碳甚至纳米级的金刚石颗粒。

“四分五裂”的小行星撞击地球

此后，由 24名科学家组成的团队，从全球 170多个地点采集了冰芯或沉积

物样品，试图复原出一万多年前这场事件的全貌。

这次，研究者不仅找到了更全面的撞击和野火证据，还根据沉积物中烟粒

的浓度，计算了一万多年前那场野火的面积——这场火燃尽了大约 7.3%±

2.3%的生物质，烧毁了近 100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约占北半球陆地的 10%。相

比之下，白垩纪末大灭绝事件期间燃烧的生物质还不到这场大火的三分之一。

小行星撞击是如何引发这么大规模的火灾的？

要知道，100多年前在西伯利亚发生的、曾被认为是某个小行星在地球大

气内爆炸导致的“通古斯大爆炸”，其产生的冲击力接近 200颗原子弹爆炸，影

响面积约 2000平方公里，但点燃的面积只有不到 200平方公里。

那么，是一个巨大的小行星撞到了地球吗？也不太可能。“因为一次较大

的小行星撞击事件，很难形成这样广泛散布各地的物质沉积。”美国堪萨斯大

学的阿德里安·梅洛特解释道，“因此我们猜测，更可能是一颗小行星碎裂开

来，碎片分散撞击了几个大陆。”

按照计算，这颗小行星的直径大于 100千米，然而小行星在进入地球轨道

后，就开始解体，只有部分碎片进入了地球大气，碎片与至少 4个大陆相撞，或

在大陆上空爆炸，释放的能量才能引发如此大规模的野火。

如果说这些冰芯与沉积层中的指示剂都还是比较间接的证据，那么 2020

年发表于《科学报告》的一项研究可能提供了更为直接的证据。

在叙利亚北部的一个考古遗址中，考古学家发现了大量熔化后又重新凝

结的金属颗粒和玻璃态物质，其中包括熔点在 1768℃的铂和熔点在 2466℃的

铱。也就是说，当时周围的大气温度甚至可能达到了近 2500℃。研究人员认

为，这种能量强度只能由瞬间的高能量现象造成——很可能就是小行星撞击

事件的结果。如果真的如此，那这里可能就是第一个记录了小行星碎片给人

类居住区带来直接影响的遗迹。

需要说明的是，撞击假说只是解释新仙女木事件成因的理论之一，也有假

说认为是北半球的冰盖迅速融化，导致海洋的温盐环流放缓，从而改变了全球

气候。或许就和恐龙灭绝一样，我们只能等待更多的证据出现，来揭开新仙女

木事件的真相。 （据环球科学公众号）

新仙女木事件

又与小行星有关？

航天日将至航天日将至
看这些中国看这些中国““星星””闪耀太空闪耀太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