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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眼卫星遨游太空已经四周年。回顾我国空

间X射线探测研究的艰辛历程和丰硕成果，展望未

来，我们感到由衷的欣喜。

用粒子物理的技术研究天体物理和宇宙学，到

空间去研究宇宙的各种辐射，并通过宇宙辐射研究

天体物理和宇宙学一直是高能所的重要研究方

向。这种交叉有望给我们带来丰厚的科学成果和

技术能力的回报。承担慧眼卫星载荷研制和科学

应用系统建设的团队成员主要来自于中国科学院

粒子天体物理重点实验室，其前身是1951年在中国

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成立的宇宙线研究组，后演

变为原子能研究所和高能物理研究所的宇宙线研

究室。20世纪70年代末，在李惕碚、顾逸东等科学

家带领下，宇宙线室的一批年轻人开始利用高空气

球进行空间高能天文观测，并在气球实验以及利用

国外卫星数据进行科学研究的基础之上，于20世纪

90年代初提出了“调制解调”成像方案，并据此提出

硬X射线调制望远镜卫星项目，完美结合了“大视

场”和“高分辨”这个传统望远镜的梦想。经过二十

多年的努力，2017年6月，卫星发射，并被正式命名

为“慧眼”。一个卫星项目在提出二十多年后上天，

而且还能取得重大的科学成果，这一方面说明了原

始科学思想的价值，同时也说明了坚持不懈在科学

研究中的重要性。

慧眼卫星在培养人才、发展技术、建设平台等

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在此基础上，该重点实验室

陆续提出并承担了天宫二号天极望远镜 POLAR、

引力波电磁对应体全天监测器 GECAM、增强型X

射线时变与偏振探测卫星 eXTP、中国空间站高能

宇宙辐射探测设施HERD等空间科学项目。除此

之外，实验室还正在建设、运行高海拔宇宙线观测

站LHAASO、阿里原初引力波探测计划等大型地面

实验项目。其中，LHAASO项目也将在不久发布重

大科学成果。这些实验、计划和成果同高能所的地

下中微子实验、正负电子对撞机、同步辐射光源与

散裂中子源平台及其应用等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

在基础研究、核心高技术和对社会服务等方面形成

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核心竞争力。

慧眼卫星是一个开放的空间天文台，目前在轨

运行状态非常好，我们将继续加强在其研究方面的

国内外合作，努力提高慧眼卫星的科学产出。我们

希望国内外天文学家充分使用慧眼卫星开展更多

更好的科学研究，高能所也将为国内外用户提供全

面的支持。

粒子天体物理是高能所的重点培育方向之

一。后续的X射线天文和粒子天体物理项目，包括

增强型的X射线时变与偏振探测卫星（eXTP）和中

国空间站高能宇宙辐射探测实验（HERD）等将会得

到大力支持。我们相信在各方面的努力和支持下，

在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和关键技术攻关的氛围

下，我国的空间科学会得到更好的发展。

图1 慧眼卫星测量到宇宙最强磁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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