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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引力波、检验引力理论等科学目标。

时间回到 1994 年，为了争取 SKA 在中国落地生根，国家

天文台成立了国际大射电望远镜中国推进委员会，并提出了

FAST 工程概念。FAST 即后来建成的 500 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

镜（天眼望远镜）。用叶先生的话说，FAST 是中国自主建设

的 SKA 先导项目，最大的技术是解决了球面镜随时变抛物面镜

这一难点。虽然首个大口径射电望远镜最早出现在美国，但是

FAST 作了许多重要改进。它的成功，得到了国际同行的赞誉。

尽管中国付出了很大努力，但由于 SKA 的选址对无线电

信号等方面要求极为苛刻，导致中国最终落选。但中国在筹建

SKA 方面一直贡献着力量，上海是亚太区域最积极承建 SKA 数

据中心的城市，目前，上海团队完成了 SKA 核心软件的联合开

发和大规模集成测试，并且建成了第一个数据接收和处理机，澳

大利亚的先导观测项目的数据已经传送到上海做处理，获得成功。

“这是一件很实际的事，有个区域中心，数据都在我这里，

就更容易召集很多的科学技术界，大家开会讨论，进步就很快 , 

否则一盘散沙。”叶叔华认为，中国起步比较晚，科学队伍看

起来庞大，但真正集中做事的人并不多，这就需要为年轻人铺

路，让他们走得更快。“我们从跟着跑，到并排跑已经不容易，

做到领头，不是一两句话的事儿。”

作为中国第一位女天文台台长，叶叔华也在身体力行地推

动中国天文的科普工作。记得 1997 年，70 岁高龄的叶叔华，

在黑龙江漠河地区观察 20 世纪我国能观测到的最后一次月全

食，并对孩子们进行科普。

当天，由于天气寒冷和连日劳累叶叔华发起高烧，但她仍

然笑容满面地出现在现场。她形象讲述了时间的重要性：孙悟

空拜师学艺，师父让他三更去房间，他便靠数自己呼吸，计自

己脉搏来估算时间。近年来，叶叔华不断走进中小学校园，科

普天文知识，解答科学疑问。而她提议建设的上海天文馆也预

计于今年 6 月中下旬择期开放。

大可颐养天年的叶叔华，依旧每天到天文台上班，从早上

9 点，一直工作到下午。“每个人把自己的工作做好，都是一

份很珍贵的贡献！”办公室墙上，有一幅根据叶叔华语录创作

的书法，这是叶叔华对自己的自勉，也是叶先生对忙碌在大小

岗位上的你我，提出的期许。

叶叔华说，自己还有一个愿望，希望能在太空放两个 30 米

口径的射电望远镜，在深空开展精密低频段射电观测，空中的

两个射电望远镜一旦与地面上的 SKA 和 FAST 形成响应与配合，

也许将为人类探索宇宙奥秘带来更大的惊喜和变革。

“探月工程”，之前我国航天器最远只去过 8 万公里远的太空，

而地月之间有 38 万公里。当时面临一个棘手难题，卫星飞到月

球附近要改变轨道，需要非常精确的空间测量。“如果飞船没

有按照原定轨道走，要么撞上月球，要么飞到很远的地方，这

两个都是‘大失败’。”

叶叔华和上海天文台同事跑到北京主动请缨，接受了任务，

后来在国际射电天文会议上，当她说出“10 分钟内把 VLBI 测

轨结果报到北京总部”时，现场一片寂静，有吃惊，更有怀疑。

2007 年，“嫦娥一号”卫星发射，由上海、乌鲁木齐、北京和

昆明 4 个站组成的 VLBI 联测，从上海报到北京总部实际只用

了 6 分钟；到了“嫦娥四号”和“天问一号”任务，将 VLBI

测轨结果报到北京的时间更是缩短至 1 分钟。

佘山脚下，“天马”望远镜静静矗立着。为更好地发挥

VLBI 网的作用，2008 年，叶叔华再次高瞻远瞩地提出建设上

海 65 米全方位可动的射电望远镜，成为中国科学院和上海市的

合作计划。2013 年 12 月，“天马”全程参加了“嫦娥三号”

实时观测，使我国 VLBI 网的灵敏度提高至 2.6 倍以上。“未来

不管航天器到木星、土星或是太阳系边缘，测轨都不在话下。”

叶叔华话里透着自豪。

推动 SKA 让中国拥有更多主动权

在 VLBI 梦想成真后，目光长远的叶叔华又开始为中国天

文事业谋划下一个“风口”——建立 SKA 亚洲科学中心。如同

40 多年前，认定不能错失“VLBI”一样，叶叔华也认定，中国

不能错失“SKA”。

2019 年，SKA 上海大会的间隙与中国 SKA 首席科学家武

向平院士对话时，92 岁的叶叔华院士走了过来，笑着比了一下

手势：“SKA 以后就靠他了，他是第一号人物。”武向平赶忙

接道：“叶先生说过，如果我做不成这件事，她不放过我，我

记住这句话了。”

SKA（平方公里阵列射电望远镜，以下简称“SKA”），

作为一个特大型国际联合科学工程，它由分布在南非及南部非

洲 8 个国家的 2500 个高频蝶形天线，以及分布在澳大利亚西部

沙漠无线电宁静区域的上百万个偶极子低频天线组成。

这些相隔 3000 公里的望远镜建成后，将组成比目前世界上

最先进望远镜灵敏上百倍、巡天速度提高上万倍的超级望远镜，

科学家们希望借此实现探寻“宇宙第一缕曙光”、利用脉冲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