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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汇报】全球最大望远镜后年开建！中国全程参与并扮演重要角
色，将在2024年至2025年传回首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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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数年筹备，SKA（平方公里阵列望远镜）将于2021年1月1日启动建设！记者从昨天召开的“继往开来，探

索宇宙”2019年SKA工程与运行大会上了解到，作为SKA的创始成员国，中国将承担该项目总计13个大类别中

的5项，特别是在工程技术、数据处理、时间同步等方面承担重要工作。

  为大科学项目贡献“中国方案” 

  SKA是国际天文学家们计划建造的世界最大综合孔径射电望远镜。它由2500面直径15米的碟形天线阵列

（中频）、250个致密孔径阵列以及130万只对数周期天线阵列（低频）组成，接收总面积达一平方公里，整

个阵列延伸超过3000公里。

  天线研发工作包是SKA项目中的核心工作包，建设经费预计占项目总经费五分之一。中国电科SKA办公

室副主任、中国电科54所专家王枫透露：“我们的方案已被确认为SKA反射面天线唯一设计方案，一期133台

天线及二期已知将建天线都将采用这一方案。”





  “中国方案”究竟好在哪里？王枫说，我们的天线比同类产品轻三分之一，整套天线不超过40吨，且反射

面精度高。在重力、温度和风载荷影响下，首台天线主反射面的精度达到0.5毫米，副反射面精度达0.2毫

米，综合性价比超过目前国际所有同类天线。

  “SKA是中国参加的首个从项目酝酿发起、国际组织创建及规则制定，一直到项目管理与建设——中国全

程参与并扮演重要角色的国际大科学工程。”SKA中国首席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武向平说。

▲SKA官网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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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将争取建亚太区域数据处理中心 

  SKA的台址位于澳大利亚、南非及南部非洲八个国家的无线电宁静区域，所有观测仪器相互之间采用高

性能的计算引擎和超宽带连接，并设有处理大量数据的“大脑”。

  SKA规划几个区域中心， 来降低望远镜台址数据处理能力的压力和经费据悉需求，也方便成员国的数据

使用，我国也规划建设中国SKA区域中心。

  “在区域数据处理中心的承建上，上海是最积极的一个。”SKA组织政策部副主任王启明说，上海天文台作

为国内牵头单位全力推进中国SKA工作，目前已形成了初具规模的SKA科研团队，开展了SKA早期科学研究

和我国SKA数据中心原型机的建设准备，并研制了首个SKA数据处理原理样机。

  92岁高龄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叶叔华昨天也现身会场，她曾在多个场合表示，推动上海成为SKA亚太区域

数据处理中心是她最大的心愿，希望中国在这一迄今世界上最大的天文国际合作项目上不要缺席。“现在看

来，往前走应该没问题了，项目推动不易、建设不易，中国科学家应该把握住机会。”她笑着说。

  据悉，SKA在2021年开建后，将在2024年至2025年传回首批数据，2028年完成一期工程的建设和初始

运行，二期工程的规模是一期工程的10倍，项目的设计生命是50年，其工程建设和科研研究产生的溢出效

益，或将为人类认识宇宙提供重大机遇。

转载自《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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