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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国祥院士：空间天文将迎来大发展

  文章来源：中国科学报 张巧玲 发布时间：2012-08-27 【字号： 小  中  大 】 

“天文学要打破一种禁锢，即认为在航天上无所作为，而应真正理解天文学与航天的战略关系，采取切实可

行、能持续发展的战略，才能推动天文学发展。”中国科学院院士艾国祥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不久前，艾国祥做客中国科技馆“科学讲坛”之“天文的奥林匹克”系列讲座，作了题为《天文学与航天》的

科普讲座。艾国祥围绕航天开辟了天文学发展的新纪元、天文学对航天发展的基础推动作用展开，介绍了空间天文

学的优势、规模和成就，以及中国空间天文学的发展和规划。 

艾国祥说，航天使人类的活动和文明扩展到了天上，即天文学的领域，引发了古老、神秘和作为基础科学的天

文学的一次战略性发展。 

从1957年至今，空间科学方面，共发射了890个航天器，约占航天器总数的20%，其中空间天文方面约有500个航

天器；从1957年至今，全世界开展太阳及日球探测约150次，月球及行星探测约200次，宇宙天体探测约150次。 

“航天为天文学发展提供了空间机遇。”例如，航天科技的发展，使天文学进入了全波段天文学时代，为天文

学提供了全时段连续、全方位、基线长度不受限制的天文观测机遇，也使天文观测获得克服大气影响视线光学衍射

极限分辨率的机遇，同时提供了天文学在位探测的机遇。 

但另一方面，天文学是航天科技的重要基础。艾国祥针对天体力学对航天器轨道动力学、天体测量学对航天器

轨道测控、天体物理学对空间能源开发、空间辐射对空间碎片与小天体碰撞环境监测、各种各样的望远镜对空间探

测和遥感技术的贡献，以及各种空间系统对空间姿态确定的贡献等，列举了许多具体、生动的案例。 

艾国祥指出，半个多世纪以来，天文学应用于航天并促进其发展，航天又应用于天文并促进了天文学的历史性

发展。天文学的进展至少有70%来自空间天文，而且这一过程仍在继续和加速。 

不过，艾国祥同时认为，尽管中国天文学发展的不少方面已从无到有开展了基础研究，如在卫星观测系统、时

间系统和轨道方面都有贡献，但仍没有像国际上那样促进航天和天文学的大发展，也没有成为国内“两弹一星”的

主要单位。 

“在美国，天文、航天始终是一家，许多人只知道美国天文学家发展了天文，但不了解他们的天文学家的战略

贡献。”艾国祥坦言，在中国，天文与航天曾老死不相往来。 

为推动天文学发展，近年来，中国天文学工作者认真调查和研究分析了世界上航天和天文彼此促进发展的经

验，明确了要全方位开展天文学的航天应用，以及利用航天机遇的新发展思路，并采取了全方位的准备措施以积极

开展与航天领域的协作，推动天文学在新时期发展中承担应有的责任，取得应有的地位和成就。 

艾国祥指出，天文学是国家空间发展的基础，天文学须与航天结合，获得持续发展。中国天文学和航天专家也

应根据中国的国情，调查和研究发展关系，以便找到中国特色的发展战略。 

艾国祥透露，他曾对国外所有的天文卫星作过详细调查研究，明白了一个道理：“天文学必须投入到国家核心

的战略发展方向中去作出贡献”。 这一看法目前已获得共识。正是由于这一思路的确立，国内天体物理、天体测

量、天体力学等3个方向已将空间科学作为重要发展内容。中国空间天文也有了一系列重大发展计划，在今后15至20

年，平均每年将有3颗卫星发射。“空间天文将迎来大发展。”艾国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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