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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太阳系附近的恒星活动，到银河系和邻近星
系中的白矮星、中子星和黑洞的爆发，再到更遥远星
系中的超新星、宇宙中沉寂的黑洞的爆发等，爱因斯
坦探针卫星的科学探测目标非常广泛。”爱因斯坦探
针卫星科学应用系统总师、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
究员刘元说。

此外，两个中子星并合时会产生引力波事件，爱
因斯坦探针卫星还有可能发现伴随引力波信号的X

射线辐射。
“爱因斯坦探针卫星能精准捕捉到更加遥远和暗

弱的暂现源和爆发天体，探寻来自引力波源的X射线
信号。”刘元说，这对研究恒星活动、致密天体形成及
演化等具有重要科学意义。

“‘宇宙最早的恒星是什么时候形成的’‘是不是每
个星系中心都存在一个超大质量黑洞’……这颗卫星的
探测结果有望帮助回答一系列重要科学问题。”刘元说。

N科技日报 新华社

1月11日13时30分，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山
东海阳附近海域使用引力一号遥一商业运载火箭，将
搭载的云遥一号 18-20星 3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
道，飞行试验任务获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引力一
号商业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

引力一号运载火箭由东方空间技术（山东）有限
公司（简称东方空间）自主研制。该火箭创造了全球
起飞推力最大固体运载火箭、世界首型全固体捆绑
（固体芯级+固体助推动力）运载火箭等多项纪录。

记者从东方空间获悉，引力一号运载火箭采用三
级半全固体捆绑构型，高度约为30米，整流罩直径4.2
米，芯级和助推器直径同为 2.65米，起飞重量 405吨，
起飞推力600吨，近地轨道运载能力6.5吨，500公里太
阳同步轨道运载能力4.2吨。

相比国际上现役推力最大的固体火箭——欧空
局研制的四级固体运载火箭“织女星-C”，引力一号的
起飞质量高出195吨、起飞推力高出141吨。

作为首款海上发射的捆绑型运载火箭，引力一号
进一步提升了我国海上发射技术水平，扩充了我国中
型运载火箭海上机动发射能力。该火箭首飞成功，标
志着我国商业运载火箭自主创新取得重大进展，进一
步丰富了我国运载火箭型谱，扩充了我国中低轨卫星
多样化、规模化发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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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最大固体运载火箭

“引力一号”首飞成功

N新华社 科技日报

1月 9日 15时 3分，我国在西昌
卫星发射中心采用长征二号丙运载
火箭，成功将爱因斯坦探针卫星发射
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
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是继“悟空”

“墨子号”“慧眼”“实践十号”“太极一
号”“怀柔一号”“夸父一号”之后，中
国科学院空间科学先导专项研制发
射的又一颗空间科学卫星。

爱因斯坦探针卫星是我国首颗
大视场X射线天文卫星。它主要在
软X射线波段，开展高灵敏度实时动
态巡天监测，系统性地发现宇宙高能
暂现和剧变天体，监测已知天体的活
动性，探究其本质和物理过程。因主
要科学目标涉及黑洞、引力波等爱因
斯坦相对论的重要预言，取名为“爱
因斯坦探针”。

宇宙中有哪些爆发现象？这些
爆发是如何发生的？宇宙中还有没
有我们未知的天体类型？爱因斯坦
探针卫星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通
过在X射线波段探测宇宙中的爆发
现象，进而解答这些问题。

“宇宙中的爆发现象通常会在
短时间内出现，然后很快消失，就像
转瞬即逝的‘焰火’。这种‘焰火’是
随机出现的，很难预测，想要及时捕
捉到，就需要对宇宙空间进行大范
围、不间断的巡视。”爱因斯坦探针
卫星首席科学家、中国科学院国家
天文台研究员袁为民说。

袁为民介绍，X射线属于电磁辐
射的一种，它的波长很短，光子能量
很高。天体的爆发和剧烈活动往往
温度很高，会发出X射线。爱因斯
坦探针卫星就像一台宽视野的摄像
机，通过拍摄X射线“电影”来监测
天体的活动和爆发。

“由于地球大气层会阻挡来自
天体的X射线，所以需要把望远镜
送入太空，才能开展X射线探测。”
袁为民说，爱因斯坦探针卫星将开
展高灵敏度实时动态巡天监测。

“看”得更远更清晰

“国际上现有的类似设备，由于灵敏度有限，主要
探测的是银河系内的爆发现象，以及宇宙中最亮的伽
马射线暴。要探测更多的来自其他星系的爆发现象，
需要能看得更远的设备。”爱因斯坦探针卫星宽视场
X射线望远镜光学系统负责人、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
台研究员张臣说。

据介绍，爱因斯坦探针卫星共搭载了宽视场X射
线望远镜和后随X射线望远镜两台有效载荷，在国际
上首次大规模运用了“龙虾眼”微孔阵列聚焦成像技
术，还实现了CMOS传感器的空间X射线应用。

“与国际同类设备相比，爱因斯坦探针卫星的探
测能力提高了 1个量级以上，能发现更遥远和更微弱
的信号，能看得更清晰，定位得更精准。”张臣说。

据悉，爱因斯坦探针卫星在进行大视场探测的同
时，能够精准捕捉到宇宙中遥远暗弱的高能暂现源和
转瞬即逝的未知现象，并发布预警引导其他天文设备
进行后随观测。

捕捉转瞬即逝的
宇宙“焰火”

助力解答宇宙未解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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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力一号商业运载火箭首次飞行

黑洞X射线双星系统示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