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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综合性太阳探测专用卫星“夸父
一号”——先进天基太阳天文台（ASO-S）
10 月 9 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
开启对太阳的探测之旅。

这位“探秘者”有什么本领？将为人类
带回什么信息？新华社记者走近卫星首席
科学家和研制团队，揭开“夸父一号”的五
重“身份”。

空间“预警员”

“‘夸父一号’的核心科学目标是‘一磁
两暴’，即太阳磁场，以及太阳上两类最剧
烈的爆发现象——太阳耀斑和日冕物质抛
射。”“夸父一号”卫星首席科学家、中科院
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员甘为群说，将利用太
阳活动第 25 周峰年（预期在 2024 年到 2026
年左右）的契机，观测、研究“一磁两暴”的
形成、相互作用及彼此关联。

甘为群介绍，这样的设计，既是为了更深
入地研究太阳的核心物理现象，也是为了给
人类当好“预警员”。“夸父一号”依靠多个波段
的探测，可以较为连续地观测、追踪太阳爆发

的全过程，为影响人类航天、导航等高科技活
动的空间灾害性天气预报提供支持。

磁场“侦察家”

磁场被称为太阳物理中的“第一观测
量”，大部分的太阳活动直接受太阳磁场的
支配。

如果把指南针放在太阳上，会出现十
分奇特的现象：在不同区域，指南针指向不
同；即便同一区域，不同时间指南针的指向
也不相同。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太阳磁场
远比地球磁场复杂得多。

“在太阳爆发时，‘夸父一号’上搭载的
全日面矢量磁像仪，每 18 分钟就可以对全
日面磁场进行一次高精度成像，有助于完
整、准确地记录下太阳磁场的变化，进而侦
察、破解太阳能量释放的一系列奥秘。”全日
面矢量磁像仪载荷主任设计师章海鹰说。

观察“多面手”

当我们想象太阳，脑海中总会浮现出
一个黄色的耀眼球体。实际上，太阳的“面

貌”要丰富得多，它会释放所有波长的光。
除了可以被人眼看见的可见光，还有波长
更短的伽马射线、X 射线、紫外线，以及波
长更长的红外线、射电波等。

要看清太阳的“真面目”，需要借助不
同波段的望远镜。“夸父一号”就是一个观
察太阳的多面手，它搭载的莱曼阿尔法太
阳望远镜和太阳硬 X 射线成像仪，可以从
紫外线、可见光和 X 射线波段观测太阳。
据介绍，太阳硬 X 射线成像仪像是一个精
密“复眼”，可以精准捕捉来自太阳的 X 射
线信息；莱曼阿尔法太阳望远镜可以同时
观测全日面和 2.5 个太阳半径内的近日冕
处莱曼阿尔法光。

科研“工作狂”

从地球上看，太阳东升西落，大约只有
一半的“露脸”时间。而飞行在约 720 公里
高的太阳同步晨昏轨道上的“夸父一号”，
全年有 96%以上的时间处于工作状态，是
个实打实的“工作狂”。

通常情况下，星上载荷每几秒至几分

钟成像一次，在太阳爆发期，能变为 1 秒内
成像 1 次，详细记录下太阳活动的整个过
程。甘为群介绍，“夸父一号”在全年的绝
大 部 分 时 间 可 以 24 小 时 不 间 断 对 日 观
测。仅仅在每年 5 至 8 月，每天会有短暂时
间进入地球的阴影，“休息”最长的一天也
不超过 18分钟。

数据量“大师”

“夸父一号”总重约 859 公斤，在太阳
探测卫星中体型“中等”，但它是个吞吐数据
的“ 大 胃 王 ”。“ 每 天 ，它 将 积 累 和 回 传 约
500GB数据，相当于向地球发送几万幅太阳
的‘高清大图’。”卫星科学应用系统副总师
黄宇说，如果算上处理和加工，每天产出的
数据将“塞满”一台家用电脑的硬盘，这在全
球的太阳探测卫星中也属于“第一梯队”。

这些数据被接收、还原后，将被打包发
送到位于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的卫星数据
分析中心。未来 4年卫星在轨积累的数据将
存储在这里，并由科研人员“翻译”成为可供
科学研究的图像和资料。 据新华社

——我国综合性太阳探测专用卫星看点解析

“夸父一号”开启太阳探测之旅

本报讯（记者 贾晓龙）受全国疫情影
响，进入 10 月，大同火车站和大同南站多
趟列车暂时停运，提醒近期计划出行的旅
客，密切留意各趟列车变动情况。

大同火车站共有 7 对列车暂时停运，
分别是：10 月 6 日至 22 日包头至青岛北的
Z351/2 次，10 月 6 日至 11 月 1 日北京至银
川的 K1177/8 次，9 月 29 日至 10 月 30 日北
京西至东胜西的 K573/4 次，10 月 5 日至 17
日大同至烟台的 K1293/4 次，10 月 8 日至
31 日包头至南宁的 Z337/8 次，10 月 8 日至
11 月 1 日包头至广州的 K597/8 次，10 月 9
日至 31日大同至宝鸡的 K671/2次列车。

大同南站共有 30 多趟列车处于停运
状态，其中，大同南开往清河、大同南开往
北京北的动车组列车绝大多数处于停运状
态，基本都停运至本月底。目前大同南至
北京方向的列车仅剩 1 对。此外，从 10 月 5
日至 10 月 29 日，包头至郑州东的 D2781/2
次列车停运，10 月 6 日至 29 日，呼和浩特东
至济南西的 D2777/8次列车停运。

本报讯（记者 崔莉英）为塑造“万
里长城”整体形象，讲好长城故事，推进
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打造独具魅力
的中华文化旅游体验，近日，文化和旅游
部发布了 8条长城主题国家级旅游线路，
我市明长城李二口段、平型关大捷遗址、
云冈石窟等多处景区景点入列其中 6 条
线路。

8 条长城主题国家级旅游线路分别
为：长城文化遗产探访之旅、长城红色
精 神 传 承 之 旅 、长 城 冬 奥 冰 雪 运 动 之
旅、长城自然生态休闲之旅、长城多元
文 化 体 验 之 旅 、长 城 古 城 新 貌 发 现 之
旅、长城古村名镇寻访之旅、长城多彩

艺术感悟之旅。
在长城文化遗产探访之旅中，我市

明长城李二口段入列；在长城红色精神
传承之旅中，我市平型关大捷遗址、平型
关烈士陵园两景点入列；在长城多元文
化体验之旅中，我市新荣区得胜堡入选；
在长城古城新貌发现之旅中，大同市入
列其中，该线路主要选取明长城的九边
十三镇以及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让人们
探古揽胜，品读古城文化，感受长城的勃
勃生机与活力；在长城古村名镇寻访之
旅中，天镇县逯家湾镇李二口村入列；在
长城多彩艺术感悟之旅中，云冈石窟景
区入列。

本报讯（记者 张志忠）记者日前从市
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获悉，由该中心主办
的《“互联网+公信力+就业”<云中揽才>

“直播带岗”》招聘栏目，分别荣获 2022年度
山西省公共就业服务专项业务竞赛优秀就
业服务成果一等奖、第二届全国公共就业服
务专项业务竞赛优秀就业服务成果三等奖。

为吸引和留住更多优秀人才在我市创
业就业、更好服务用工企业，去年 8 月以
来，市人社局、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拓展
思路，通过创新线上招聘模式，在全省首创

《“互联网+公信力+就 业”<云中揽才>“直
播带岗”》栏目。

该栏目每期由就业创业指导人员做客
直播间，对就业形势和政策进行讲解剖析，
指导用工单位完善用工体制与薪酬福利标
准，疏导求职者正确规划职业，突破时间、空
间局限，实现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快速对接、
人岗匹配，做到应聘不见面、送岗零距离。

本报讯（记者 崔莉英）近日，省自然
资源厅举办山西省最美地质遗迹授牌仪
式，全省 20 处地质遗迹获此殊荣，我市恒
山碳酸盐岩地貌、大同火山群两处地质遗
迹上榜。

我省山川、河流、湖泊、泉水、峡谷等
10 余种地貌类型并存，孕育了丰富的地
质遗迹景观，成为亮丽的风景线。此次
活 动 主 题 为“ 让 地 质 遗 迹 说 话 、为 美 丽
山 西 添 彩 ”，旨 在 向 世 界 展 示 我 省 重 要

地质遗迹风貌，进而推动重要地质遗迹
保护和地学旅游价值研究，提升我省地
质景观和地质遗迹在全国的认知度和美
誉度。

恒山是经历次造山运动和历次地壳
升降运动形成的一座断层山，峰峦均呈尖
形，沟谷切割较深，其中的断块山地以碳
酸盐岩为主。天峰岭与翠屏峰，是恒山主
峰的东西两峰，两峰对望，断崖绿带层次
分明，金龙峡居于天峰岭和翠屏峰之间，
峡谷幽深，峭壁侧立。

火 山 喷 发 是 地 球 上 最 壮 观 的 地 质
现象之一，大同火山群是大同火山断陷
盆地第四纪（距 今 80— 20 万 年）岩 浆 活
动 及 其 火 山 地 貌 的 总 称 ，现 为 国 家 级
地 质 公 园 。 大 同 火 山 群 是 世 界 上 唯 一
发 育 在 黄 土 高 原 上 的 火 山 群 ，也 是 华
北 地 区 规 模 最 大 、保 存 最 完 整 的 板 内
裂 谷 系 火 山 群 ，是 我 国 著 名 的 六 大 火
山 群 之 一 。

火山群园区是大同火山群国家级地
质公园的核心景区，因火山锥分布最为
密集、最具代表性，且形态保存完好，被
誉为“东亚大陆稀有的自然遗产”和“火
山地质博物馆”，早在 1952 年，北京大学
就在此建立了科普教学基地。

云中揽才“直播带岗”
招聘栏目喜获大奖

我市两处地质遗迹入选“山西最美”

大同火山群大同火山群 张镝张镝 摄摄

我市多处景区景点上榜
长城主题国家级旅游线路

两大火车站
多趟列车暂时停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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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对太阳的探测之旅。

这位“探秘者”有什么本领？将为人类
带回什么信息？新华社记者走近卫星首席
科学家和研制团队，揭开“夸父一号”的五
重“身份”。

空间“预警员”

“‘夸父一号’的核心科学目标是‘一磁
两暴’，即太阳磁场，以及太阳上两类最剧
烈的爆发现象——太阳耀斑和日冕物质抛
射。”“夸父一号”卫星首席科学家、中科院
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员甘为群说，将利用太
阳活动第 25 周峰年（预期在 2024 年到 2026
年左右）的契机，观测、研究“一磁两暴”的
形成、相互作用及彼此关联。

甘为群介绍，这样的设计，既是为了更深
入地研究太阳的核心物理现象，也是为了给
人类当好“预警员”。“夸父一号”依靠多个波段
的探测，可以较为连续地观测、追踪太阳爆发

的全过程，为影响人类航天、导航等高科技活
动的空间灾害性天气预报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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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场被称为太阳物理中的“第一观测
量”，大部分的太阳活动直接受太阳磁场的
支配。

如果把指南针放在太阳上，会出现十
分奇特的现象：在不同区域，指南针指向不
同；即便同一区域，不同时间指南针的指向
也不相同。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太阳磁场
远比地球磁场复杂得多。

“在太阳爆发时，‘夸父一号’上搭载的
全日面矢量磁像仪，每 18 分钟就可以对全
日面磁场进行一次高精度成像，有助于完
整、准确地记录下太阳磁场的变化，进而侦
察、破解太阳能量释放的一系列奥秘。”全日
面矢量磁像仪载荷主任设计师章海鹰说。

观察“多面手”

当我们想象太阳，脑海中总会浮现出
一个黄色的耀眼球体。实际上，太阳的“面

貌”要丰富得多，它会释放所有波长的光。
除了可以被人眼看见的可见光，还有波长
更短的伽马射线、X 射线、紫外线，以及波
长更长的红外线、射电波等。

要看清太阳的“真面目”，需要借助不
同波段的望远镜。“夸父一号”就是一个观
察太阳的多面手，它搭载的莱曼阿尔法太
阳望远镜和太阳硬 X 射线成像仪，可以从
紫外线、可见光和 X 射线波段观测太阳。
据介绍，太阳硬 X 射线成像仪像是一个精
密“复眼”，可以精准捕捉来自太阳的 X 射
线信息；莱曼阿尔法太阳望远镜可以同时
观测全日面和 2.5 个太阳半径内的近日冕
处莱曼阿尔法光。

科研“工作狂”

从地球上看，太阳东升西落，大约只有
一半的“露脸”时间。而飞行在约 720 公里
高的太阳同步晨昏轨道上的“夸父一号”，
全年有 96%以上的时间处于工作状态，是
个实打实的“工作狂”。

通常情况下，星上载荷每几秒至几分

钟成像一次，在太阳爆发期，能变为 1 秒内
成像 1 次，详细记录下太阳活动的整个过
程。甘为群介绍，“夸父一号”在全年的绝
大 部 分 时 间 可 以 24 小 时 不 间 断 对 日 观
测。仅仅在每年 5 至 8 月，每天会有短暂时
间进入地球的阴影，“休息”最长的一天也
不超过 18分钟。

数据量“大师”

“夸父一号”总重约 859 公斤，在太阳
探测卫星中体型“中等”，但它是个吞吐数据
的“ 大 胃 王 ”。“ 每 天 ，它 将 积 累 和 回 传 约
500GB数据，相当于向地球发送几万幅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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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宇说，如果算上处理和加工，每天产出的
数据将“塞满”一台家用电脑的硬盘，这在全
球的太阳探测卫星中也属于“第一梯队”。

这些数据被接收、还原后，将被打包发
送到位于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的卫星数据
分析中心。未来 4年卫星在轨积累的数据将
存储在这里，并由科研人员“翻译”成为可供
科学研究的图像和资料。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