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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渺宇宙、无垠星
空，探索的征程充满未
知，而太空望远镜，则是
人类望向深空的眼睛。
中国人为了把星辰大海
看得更广、更深、更清
晰，计划明年发射我国
首个大型空间巡天望远
镜，未来它将与中国空
间站共轨飞行，打造中
国的“深空之眼”，带来
全景式宇宙高清图，成
为太空中最大的相机。

记者 于梅君

太空最大相机！中国巡天望远镜来了
将于明年发射的它能“巡”到啥，到底有多厉害？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以哈勃望
远镜为例。想在国际空间站的高度上看
见地球上的人类，得使用哈勃那么大的
望远镜才行。

哈勃望远镜的主镜直径为2 . 4米，位
于地表上方约547千米处。假设人的尺寸
约 为 1 米 ，转 化 成 角 尺 寸 ，相 当 于
0 . 000105°或0 . 37角秒。哈勃望远镜只能
在可见光波段达到这样的分辨率，所以
如果我们的颜色为蓝、紫或紫外光，答
案就是“能看见”；但如果我们的颜色偏
红，答案就是“不一定”了。

要想用哈勃望远镜(或其它合适仪
器)搜索外星球上的“人类”，我们只需弄
清观测对象离我们有多远，就知道要造
多大的望远镜了。计算起来很简单：如
果以相同的分辨率、观察比哈勃望远镜
范围上限远10倍的物体，只要让主镜直
径达到哈勃的10倍即可。

我们若想用哈勃观察地球时的分
辨率观察月球，望远镜口径需达到1650
米，造出这么巨大的望远镜堪称壮举。
人类目前建造的最大望远镜为欧洲极
大望远镜，直径39米，目前还在南半球施

工。其主镜由789片六边形镜片组成，每
片直径1 . 4米。要想造出1600米口径的望
远镜，大约需要140万片这样的镜片。

金星距地球最近时能达到3800万公
里，火星则为6200万公里。要想看见金星
表面的“人”，望远镜口径需达到161千
米，火星则为263千米。

太阳系中离我们最近的气态巨行
星是木星。人们普遍认为，木卫二和木
卫三拥有适宜生命存活的特征。在最靠
近地球时，木星离我们约5 . 88亿公里。要
想从地球上观察到木卫二表面与人类

大小相当的物体，所需的望远镜口径为
2500公里。

土星距地球最近时为12亿公里，望
远镜口径需达到5000公里。天王星到地
球距离最近时也足有25 . 7亿公里，望远
镜口径需达到10800公里，约为地球直径
的85%。海王星距地球最近时为42 . 98亿
公里，望远镜口径需达到17800公里，相
当于地球的1 . 5倍。

这些尺寸是不是听上去大得惊人？这
大概就是为何从未有人提出直接通过望
远镜观察、搜索外星生命的原因吧。

如果望远镜足够大，能直接看到“外星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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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深空之眼”视力有多好？

2021年12月25日，哈勃望远镜继任者、新
一代空间望远镜——— 詹姆斯·韦伯空间望
远镜发射升空，前往探索更遥远的宇宙深
空。我国无数天文学家翘首以盼：何时我们
也会有一台属于自己的空间望远镜，用属
于中国的深空之眼探视宇宙？这个日子很快
就要到来了。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主任郝淳介
绍，中国空间站在轨建造将于2022年完成，而
在2023年，将发射我国首个大型空间巡天望
远镜，开展广域巡天观测。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中国空
间站望远镜科学工作联合中心主任刘继峰表
示，中国空间站望远镜非常有气势，大小相当
于一辆大客车，立起来有三层楼高，口径为两
米，与哈勃太空望远镜的口径相当，而视场比
哈勃望远镜大350倍。

中国空间站望远镜科学数据责任科学家
李然介绍，哈勃望远镜相机的探测器有手掌
般大小，而中国空间站望远镜巡天模块的主
焦面是由三十块探测器拼起来的，每一块都
比哈勃的探测器大，也具有更多的像素数，运
行后，它将成为太空中最大的相机。

“哈勃望远镜的视野大概是我们手伸直
后一个指甲盖大小的1/100，它已观测宇宙30
年，但它所有的数据只占夜空中很小的一部
分。”李然说，“这就好比山上有一群羊，哈勃
望远镜能看到其中一只羊，而中国空间站望
远镜可以把成千上万只羊都拍下来，而且每
一只都和哈勃望远镜看到的一样清楚。”

“我们的望远镜非常适于巡天，可以比较
快地完成大范围宇宙观测。”中国空间站望远
镜巡天光学设施责任科学家詹虎介绍，这台
望远镜最初是被设计放在中国空间站上，但
这样观测会受到限制，最终采取的方案是与
空间站共轨独立飞行，它自身携带燃料，需要
时可与空间站对接进行补给、维修和设备更
新换代。它规划的任务寿命是10年，但通过维
修，可以不断延长其寿命。

将观测超10亿个星系，揭示宇宙演化奥秘

作为我国最昂贵的空间天文设
施，中国空间站望远镜的主要任务
是帮助解答宇宙最基本的问题，比
如暗物质、暗能量是什么，星系如何
演化，以帮助人类理解宇宙。它会给
超过40%的夜空区域拍照，相当于
把宇宙的一块切回来放到地球上，
这些图像会被数字化，产生非常大
的数据量，全球科学家都可以用这
些信息开展研究。

“目前中国虽已是航天大国，但
空间天文发展还相对滞后，这台望
远镜对于中国科学家是非常难得的
机遇，我们希望它能带来激动人心
的发现，实现人类对宇宙认知的突
破。”詹虎介绍，这台望远镜采用离
轴光学系统，安装了5台第一代观测
仪器，包括巡天模块、太赫兹模块、
多通道成像仪、积分视场光谱仪、系
外行星成像星冕仪等，将帮助天文
学家观测超过10亿个星系，确定这
些星系的位置、形态、亮度，并绘制
出宇宙的结构和演化。

从目前全球规划看，在2025年
至2035年间，中国空间站望远镜在其
工作的近紫外至可见光波段内，可能
是能力最强的太空巡天望远镜，其设
计指标很多方面都是世界领先的。

“我们已经知道宇宙是膨胀的，
也可以测出当前的膨胀速率。但宇
宙膨胀速率是不是变化的？到底是
什么支撑宇宙的膨胀？这是当今物
理学最关键的问题之一。天文学家
将通过中国空间站望远镜研究宇宙
中物质的演化，去测量宇宙的膨胀
历史，这有望揭开新物理学边疆的
面纱。”李然说，它能帮助天文学家
绘制接近100亿光年的暗物质地图，
以推测暗物质是什么，去解答宇宙

的另一基本问题。
“它还可以观察太阳系中的大

行星。比如天王星还没有轨道探测
器去观测过，它的轨道周期为80多
年，哈勃望远镜已经监测了很多年，
等中国空间站望远镜升空后，哈勃
望远镜可能不再工作，所以人类要
想知道天王星在一个完整轨道周期
里是怎样的，中国可以贡献这部分
知识。”李然表示。

中国空间站望远镜还能做很多
非常有趣的观测研究，比如它可以
绘制出精确的银河系尘埃地图，观
测超大质量黑洞如何吞噬物质，通
过高对比度直接成像，拍摄研究暗
弱的系外行星，有可能发现新的特
殊天体。

也有人会问：中国不是有天眼
FAST吗？为啥还要发射巡天望远
镜？据介绍，两种望远镜性质是不一
样的，中国天眼属于世界上最大的
单口径射电望远镜，它的“大锅”主
要接收宇宙中的无线电波，从而研
究宇宙当中的致密天体，如脉冲星
以及无线电波段的天体，这些天体
在可见光波段是看不见的。而巡天
望远镜属于光学望远镜，它将帮助
天文学家观测超过10亿个星系。

为什么要把望远镜放到太空？

1609年，意大利天文学家、物理学家伽利略发
明了世界上第一台天文望远镜，让人们第一次看
清了地球附近的天体。自此人类的目光正式投向
浩瀚星空。这种光学望远镜针对的是可见光频段。
但是，地球的浓厚大气、电离层、臭氧层和地磁场
等“联合”起来，阻挡了宇宙中绝大部分高能粒子
和电磁波抵达地表，让人类“失明”“失聪”。

很多人小时候都唱过一首儿歌：“一闪一闪亮
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星星之所以会一闪一闪
的，就是由于大气端流的遮挡。由于大气的存在，即
使在地球上最优的观测点，望远镜在光学波段的分
辨能力也很难持续超过0.7角秒。而宇宙中大多数星
系只有几个角秒大小，很多遥远的星系在地面望远
镜上根本分辨不出任何结构。将望远镜发射到太
空，就是为了屏蔽大气污染、光污染等因素的干
扰，进行更为清晰的观测。

1990年4月24日，发现号航天飞机将人类第一
台太空望远镜——— 哈勃望远镜，送到距地面约600
公里的轨道上运行，自此，人类有了第一颗太空之
眼。自升空以来，哈勃望远镜已拍摄了30000多个
天体的照片，建立了50多万个影像档案，曾观测到
星云、黑洞等多种宇宙奇观。

2021年12月25日晚，历时25年研发，詹姆斯·
韦伯太空望远镜升空，奔向离地球150万公里外的
地方，它是史上第一款超级红外线太空望远镜，口
径达到6 . 5米，太空观测能力是哈勃空间望远镜
的100倍，不仅为了仰望星空，更是为了探究神秘
宇宙与人类文明的本质连接。

我国的巡天望远镜升空后，
将能精细观察成千上万的星系，

“它会带来非常精美的宇宙图片，
让普通人真切地感受、理解宇宙。”
李然表示，按照计划，“巡天”望远
镜工作前十年的大部分时间，将致
力于通过对天空的广泛观察，来
了解宇宙的历史和演化。未来，与
中国空间站共轨飞行的巡天望远
镜，将成为旗舰级空间天文设施，
为人类带来对宇宙的革命性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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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天望远镜与中国天眼FAST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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