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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日报】这个大科学装置可能会诞生一批诺奖级新理论新成果，
上海科学家正积极筹备中国区域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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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家开发出世界上最大的射电天文观测设备——平方公里阵列的第一个区域中心原型机。上海天文台

提供

  平方公里阵列射电望远镜（Square Kilometre Array，以下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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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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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频率覆盖50MHz-20GHz。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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阵列延伸超过3000公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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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大会由SKA组织和科技部联合主办，吸引了来自19个国家的专家参与。往届SKA工程大会的关注点

都在工程和设计上，而今年的大会将首次探讨世界最大射电望远镜的建设和运行。本次大会将首次展示SKA

项目的总体工程设计图，包括两台SKA望远镜的集成设计。

  经各国科学家凝练，SKA射电望远镜一共形成五大科学目标，分别是：探测宇宙黎明和黑暗时期；研究

星系演化、宇宙学与暗能量；验证宇宙中有没有其他生命，寻找地外文明；利用脉冲星和黑洞检验强引力

场；研究宇宙磁场的起源和演化。其中，宇宙起源、引力波、引力本质、暗物质和暗能量等，都是目前物理

领域最前沿的问题，一旦有所突破，很有可能会诞生一批可获得“诺贝尔奖”的新理论、新成果。

  国家科技创新十三五规划中已经将SKA列在“国际大科学计划与大科学工程”专栏的第二位，科技部已经申

请了SKA1专项，用于资助中国科学家开展科学准备、团队建设和技术研发。上海市张江实验室也将SKA亚洲

科学中心列为中科院与上海市院市合作的重要议题之一。

  上海天文台作为国内牵头单位全力推进中国SKA工作，取得了一系列实质性成果：加入SKA低频先导项

目MWA的国际合作组织，组织国内天文学家利用SKA先导望远镜数据开展科学准备和技术研发；针对SKA数

据处理特点，成功研制了SKA数据处理原理样机，为国际同类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实例示范；完成了SKA核心

软件的联合开发和大规模集成测试，推动SKA数据中心大型核心软件的工程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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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A接收总面积达一平方公里，接收频率覆盖50MHz-20GHz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从2019年SKA上海大会暨第六届SKA工程大会获悉，上海天文台正牵头中国SKA区

域中心的筹备，助力中国科学家利用SKA做出原创性重大科学发现，并着眼SKA第二阶段的发展，使之逐步

成为引领东亚乃至亚太地区SKA科研活动的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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