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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手解码宇宙之谜
——专访中法天文卫星两国首席科学家

中国故事：捕捉宇宙最遥远的“焰火”
22日15时00分，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中法天文卫星（SVOM）在长征二号丙运
载火箭的托举下升空，随后进入预定轨道，
发射任务圆满成功。这颗凝聚了中法科学
家近20年心血的卫星，将帮助人类捕捉宇
宙还在“幼年”时期产生的如焰火般灿烂而
又转瞬即逝的伽马射线暴。天文学家将这
些“焰火”称为瞬变源。

大爆炸以外最剧烈的爆发现象

作为中法天文卫星法方首席科学家，
贝特朗·科迪尔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山
谷中目睹了这颗卫星成功发射。尽管科迪
尔参与过很多空间科学项目，这还是他第
一次观看火箭升空。过去几日他心情一直
很紧张，现在终于松了一口气，但仍面临一
系列艰巨的科研工作。

“这很有趣，中国可能是4000年前第
一个观测瞬变天空的文明。他们保留着彗
星、超新星等古老的记录。我们这次任务
延续了4000年前中国人开始的工作。”科
迪尔说。

“我们希望看到来自最遥远宇宙也是
最早的伽马暴，研究宇宙的‘幼年’和演
化。还希望发现特殊、罕见的伽马暴，甚至
新类型的伽马暴。例如伴随有千新星产生
的伽马暴，至今人类只确切地发现过两例，
是国际研究热点。我们的卫星非常适合寻
找它，将对恒星演化研究，回答‘金、银、稀
土等元素从哪里来’这些非常有趣的科学
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卫星中方首席科学家
魏建彦说。

伽马暴是目前已知的宇宙中除了宇宙
大爆炸以外的最剧烈的爆发现象，产生于
大质量恒星塌缩或双致密星并合，时间非
常短，被科学家视为宇宙中的极端物理实
验室。对伽马暴进行深入观测和研究将有
助于人类理解基础科学中的若干重大问
题。

“利用伽马暴，我们可以观测早期宇宙
以及最早的恒星。我们将打开探测伽马暴
的新窗口，希望发现人类还一无所知的新
现象、新天体。”科迪尔说。

卫星配置了四台仪器，分为大视场和
高精度观测两类。其中大视场探测仪器的
观测视野范围在1万平方度左右，相当于覆
盖全天的四分之一，就像张开一张大网，可
以捕捉天空中无法预测稍纵即逝的伽马
暴。一旦发现目标后，卫星会自动转向目
标，利用两个小视场望远镜对准开展长时
间的高精度观测。

这一项目具备实时下传能力的星地通
讯网络，能够实现天地联合快速响应观测
能力。卫星在发现目标后立即将初步的位
置和时间信息通过星地链路在一分钟之内
发送到地面，通知地球上的各个波段望远
镜指向目标。如果科学家在地面上发现了
太空中有趣的目标，也可以利用中国北斗

卫星系统在5分钟左右时间内命令卫星指
向目标。

“国际上以前的伽马暴卫星反应最快
需要约20分钟，这是一个很大的飞跃。”魏
建彦说。

合作为中法两国带来科学回报

中法天文卫星采用中方主导、双方共
同开展卫星总体设计、联合研制、共同运
行、共同分析科学探测数据并发表科学研
究成果的合作方式。自2005年启动论证，
至2024年卫星发射，卫星项目经历了长达
20年的漫长岁月。几经波折，在双方坚持
不懈的共同努力下完成。

“与搭载科学仪器的合作形式不同，两
国合作在卫星的概念设计之初就开始了，
这颗卫星是中法共同协商研究出来的结
果。”魏建彦说，一开始两国科学家和工程
师各有想法，但通过双方真诚交流，最终形
成统一目标。

这项国际合作研制周期长，需要沟通
的时间也长，还受到过国际局势和疫情等

不确定因素的干扰。“虽然经历了近20年
风风雨雨，我们初心未改。”他表示。

中法双方各有100多名科研人员长期
参与卫星研发。魏建彦说，双方相互学习
借鉴，各有擅长。在项目推动下，参研人员
对两国文化、国情都增进了理解，成为中法
友谊合作的坚定支持者。

“合作为两国带来科学回报，促进航天
技术突破，也增强了其他国家与中国开展
空间科学合作的信心。”他说。

全程参与这颗卫星研制的中方项目经
理张永合说：“在我参与过的国际合作项目
中，这个项目的合作是最深入也是最复杂
的，它持续时间长、涉及人员多、合作深入。”

最初两国科学家使用电子邮件交流，
后来有了视频会议，如今基本都使用微
信。“伽马暴出现后会很快消失，我们必须
迅速反应，所以使用微信交流是最便捷有
效的沟通方式。”科迪尔说。

携手为全球空间科学作出更大贡献

在航天领域，中法合作由来已久。

自1997年两国政府签署合作协定以来，
中法在载人航天、深空探测、对地观测等
多领域开展合作。

2018年10月，中法两国合作研制的
首颗卫星——中法海洋卫星成功发射。
2023年4月，法国总统马克龙访华期间，
中国向法国赠送了1.5克科学用月球样
品。今年5月，嫦娥六号搭载法国氡气
探测仪升空 ，这是中法首次开展探月
合作，也是法国首个着陆月球航天项
目。

“过去20年中国空间科学发展迅速，
与中国合作非常重要，合作能让我们完
成更大的项目，做得更好。”科迪尔说。

国家航天局国际合作司副司长刘云
峰说，中法天文卫星在中法建交60周年
成功发射，是中法两国携手对全球空间
科学所作的贡献。这是两国政府间标志
性合作项目，技术新、挑战大。双方在航
天领域长期合作，相互信任，相互帮助，
延续友谊，全方位合作带来共赢。

新华社

6月22日15时00分，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中法天文卫星（SVOM）在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的托举下升空，随后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
圆满成功，将开启探秘伽马暴的重要任务。这是中法两国在航天领域的又一重要合作成果。 新华社发 陈昊杰 摄

6月22日，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成功发射中法天文卫星（SVOM）。这颗
卫星是迄今为止全球对伽马暴开展多波
段综合观测能力最强的卫星，将对伽马
暴研究等空间天文领域科学发现发挥重
要作用。

为何要探测伽马暴？中法怎样携手
合作？新华社记者专访了中法天文卫星
中方首席科学家魏建彦和法方首席科学
家贝特朗·科迪尔。

探秘宇宙深处的“神秘烟花”

问：什么是伽马暴？探测伽马暴有何
科学意义？

魏建彦：当恒星走到生命的尽头时，
会发生坍缩，这个过程中会产生黑洞或
中子星，同时伴随着剧烈的能量爆发现
象，也就是伽马暴。如果将宇宙比作一
个百岁老人，那么通过伽马暴能够看到
它“婴儿”时期的样子。这对于人类了解

恒星演化以及宇宙的形成和演化都有重
要意义。

贝特朗·科迪尔：通过SVOM卫星，
我们希望可以探测到大量的伽马暴，从
而帮助我们了解早期的宇宙；还希望能
够探测到新类型的伽马暴，帮助我们解
开更多科学问题。

攀登伽马暴探测更高峰

问：探测伽马暴有何难点？中法天文
卫星如何攻坚？

魏建彦：探测伽马暴有两个难点：一
是伽马暴变化非常快，持续时间非常短；
二是仅仅探测一个波段是不够的，需要
联合观测多个波段。

中法天文卫星配置了中方研制的伽
马射线监视器、光学望远镜和法方研制
的硬X射线相机、软X射线望远镜4台科
学载荷。观测视野范围角度面积在1万
平方度左右，相当于覆盖全天的四分之

一；观测波段覆盖了从高能到近红外波
段，结合具备实时下传能力的星地网络，
能够实现前所未有的天地一体化联合观
测能力。

贝特朗·科迪尔：SVOM卫星探测到
伽马暴后可以迅速与地面通信，如果我
们发现它探测到的是罕见的伽马暴，就
可以迅速调动地面的大望远镜进行观测
和研究。除了探测伽马暴之外，我们还
将探测宇宙中的其他暂现源。

形成“一加一大于二”的合力

问：为什么选择采用国际合作的形式
研发这颗卫星？

魏建彦：首先，了解和探索宇宙是全
人类的共同梦想，世界各国的科学家和
人民都平等拥有共同的天体。其次，法
国是航天大国，通过国际合作，我们把顶
尖人才和技术强项联合起来，形成“一加
一大于二”的合力。

贝特朗·科迪尔：中国在数千年前就
开始观测天文现象。而如今，中国已成为
探索太空的主要参与者，特别是在空间科
学方面。通过合作，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问：从2005年启动论证，中法天文卫
星历经约20年，终于成功发射。在中法团
队合作的过程中，您有哪些挑战和收获？

魏建彦：初始阶段我们主要面临两个
挑战：一是工作习惯和文化不同；二是方
案制定的设想不同，包括项目如何开展、
达到什么样的目标等。但我们相互尊
重，朝着同一个目标，秉持相同愿望，最
终形成合理方案，实现技术突破。

贝特朗·科迪尔：在合作的过程中，我
们和很多中国科学家、工程师都成为了
朋友。过去20年间，我们去了很多中国
的城市，也邀请中国科学家到法国开展
交流。我们看到中国航天事业的迅速发
展，期待两国在未来能进一步加强合作，
共同实现航天梦想。 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