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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先进天基太阳天文台(ASO-S)是我国第一个获得批准立项的太阳空间探测卫星任

务. 本专辑共包含了14篇文章, 着重介绍了卫星平台和有效载荷在研制过程中的一些重

要的方面和具体的细节. 本中文专辑的14篇文章和ASO-S卫星英文专辑的13篇文章, 构成

了ASO-S卫星从科学到仪器乃至分析方法较为完整的系统性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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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先进天基太阳天文台[1] (Advanced Space-based Solar Observatory, ASO-S)是我国

太阳物理界提出的一个太阳空间探测卫星方案, 计划以太阳活动第25周峰年作为契机,

实现我国太阳专用综合探测卫星“零”的突破. ASO-S卫星的科学目标简称为“一磁两

暴”, 即同时观测太阳磁场和太阳上两类最剧烈的爆发现象——耀斑和日冕物质抛射, 研

究它们的形成机制、相互作用和彼此关联, 同时为空间天气预报提供支持. ASO-S卫

星配置了3台有效载荷：全日面矢量磁像仪(Full-disc vector MagnetoGraph, FMG)用

来观测太阳光球矢量磁场[2−3]；莱曼阿尔法太阳望远镜(Lyman-alpha Solar Telescope,

LST)将在莱曼阿尔法和白光波段对全日面和1.1到2.5倍太阳半径的内日冕进行成像观

测[4−6]; 太阳硬X射线成像仪(Hard X-ray Imager, HXI)主要是在30–200 keV能量段对太

阳耀斑的高能辐射进行能谱和成像观测[7−8].

ASO-S卫星计划于2011年正式提出, 先后经历了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先导专项预

先研究阶段(2011–2013)、背景型号研究阶段(2014–2016)、综合论证阶段(2016–2017),

期间整个工作还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天文联合基金和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

项目(自由申请)的支持, 卫星于2017年底获得了中国科学院批复正式工程立项, 计划将

在2021年底或2022年上半年择机发射. 目前(2020年6月)ASO-S卫星项目即将完成初样

研制.

2019年1月, ASO-S卫星首席科学家组织召开了首届ASO-S卫星国际学术研讨会, 会

议对ASO-S卫星的科学及各载荷的技术进行了广泛的交流, 作为会议成果以及ASO-S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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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的阶段性总结, 会后在RAA (Research in Astronomy and Astrophysics)期刊上组织发

表了ASO-S卫星英文专辑[9]. ASO-S英文专辑全面介绍了卫星的基本情况[1]、各载荷的

设计方案和数据处理方法[2−8]、科学应用系统的工作流程[10], 以及ASO-S卫星与其他在

轨空间太阳观测卫星的协同观测[11−14]. ASO-S卫星英文专辑的发表对国际同行尽早了

解ASO-S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但由于受篇幅限制, 英文专辑文章更侧重于对卫星及载荷

的整体介绍, 无法对一些重要的方面和具体的细节问题进行深入的展开. 而这正是我们

出版ASO-S中文专辑的初衷, 期望该中文专辑是对英文专辑的补充和完善.

本中文专辑共收录了14篇文章, 分别介绍了卫星平台和有效载荷的多项研究. 技

术研制方面的文章主要包括: 研究了如何利用有效载荷的导行镜稳像系统实现对卫

星平台的高精度高稳定度姿态控制[15], 以满足ASO-S卫星的对日指向要求; 详细介绍

了FMG载荷稳像系统边缘探测器[16]和摆镜支撑设计[17], 以及FMG地面试观测的跟踪

系统[18], 讨论了大面阵、高帧频互补金属氧化物半导体(Complementary Metal Oxide

Semiconductor, CMOS)图像传感器应用于FMG载荷太阳磁场观测的可行性[19]; 为了

提高对爆发事件观测的时间分辨率, 研究了LST载荷在轨自动爆发触发的方法[20],

对LST载荷在轨平场方法的精度进行了分析, 为在轨平场方法的选择提供了依据[21];

研究了HXI太阳指向镜算法并分析了精度[22], 通过模拟分析优化了HXI载荷光栅摆放

角[23], 介绍了HXI载荷量能器单机的标定方案和结果[24]. 除了上述技术方面的文章以

外, 专辑还包含了一些针对ASO-S卫星未来的观测数据方面的研究: FMG观测矢量磁场

的极性反转线识别方法研究[25]; 针对LST载荷观测研究了冕流电流片[26]和日冕物质抛

射(Coronal Mass Ejection, CME)分类方法[27]; 为了实现ASO-S卫星科学数据的有效管

理, 介绍了科学应用系统的数据库设计[28].

ASO-S卫星英文专辑的13篇文章和本中文专辑的14篇文章, 构成了ASO-S卫星从科

学到仪器乃至分析方法较为完整的系统性介绍. 我们希望读者可以藉此全面了解ASO-

S卫星项目, 以便更好地利用ASO-S数据开展研究工作, 共同实现ASO-S既定的科学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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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O-S Specical Issue in Chinese: Pre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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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dvanced Space-based Solar Observatory (ASO-S) is the first ap-
proved solar space mission in China. This special issue includes a total of 14 papers,
which focus on some important details of the satellite platform and payload. These 14
papers and the 13 papers of RAA special issue provide a complete description of ASO-
S, including the design and development of scientific instruments and data analysis
methods.

Key words space vehicles: instruments, Sun: magnetic fields, Sun: flares, Sun: coronal
mass ejections (CMEs), Sun: UV radiation, Sun: X-r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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