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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首台免圆顶空间碎片望远镜 FocusGEO II 研制成功

  古语云，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随着人类航天活动的不断增加，由地球外层空间运行的所有人造天体

或它们的废弃物所造成的空间碎片的数量急剧上升，空间环境有严重恶化的趋势。航天器与空间碎片数目不

断地增加，使得航天器彼此之间以及它们与空间碎片之间发生碰撞的概率明显变大，这对航天任务的影响日

益严重。因此，空间目标的碰撞预警变得十分必要。 

  上海天文台光学天文技术研究室全球光电观测网团队一直致力于规划、推进全球光电观测网建设和观测

力量全球化，实现对空间碎片的监测、数据收集、分析直至提供咨询方案等一系列科研服务。近日，该团队

研制成功了第二代 FocusGEO 望远镜（FocusGEO II），应用于空间碎片的覆盖性扫描，该望远镜为国内首

台免圆顶空间碎片观测望远镜。 

  2020年11月20日，FocusGEO II 望远镜部署于上海天文台沪外观测站，经过20天的试验观测，12月10

日正式入网并投入常规运行，目前观测数据已开始提供定向发布服务。 

  该团队负责人、上海天文台高级工程师毛银盾表示，他们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全球光电观测网未来的实施

规划，而该目标能实现的基础是研制出小型化、智能化、标准化的无人值守望远镜，且望远镜应同时具备强

耐候性和高可靠性特点。为了研制出具有这些特点的望远镜，该团队历时7个多月，对第一代FocusGEO望远

镜进行大幅度改进，终于研制出FocusGEO II望远镜。 

  首台FocusGEO II 望远镜所部署的地点是上海天文台在沪外建设的第一个正式观测台站，在高纬度地

区，冬季极端气温达到-40℃以下。为了适应极寒和高湿度环境，该望远镜选用的材料为宽温器件。 

  此外，FocusGEO II 望远镜还使用了其它多项黑科技，例如：（1）采用密封腔体式的整体外壳，通过轻

质量材料3D打印一次成型；（2）使用了真空相变铜质热管，保证热量快速传导；（3）采用精准温控技术，

避免镜头盖冰冻；（4）为了充分发挥短焦距望远镜聚光能力强的优点，采用特别的图像采集模式，使得探测

能力提升了1.5 - 2个星等。 

  研制出的FocusGEO II 望远镜对基建成本、网络和供电保障几乎做到了要求最小化，可满足快速部署并

形成能力的要求，因此该望远镜的研制成功，使得快速扩大全球站网布局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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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免圆顶FocusGEO Ⅱ望远镜 

 

图2 全天相机拍摄的站址夜间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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