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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松郡九峰!地处松

江区西北角! 呈西南!东

北走向"天马山脚下的天

马望远镜!是彰显上海科

创风采的新地标"位于西佘山之巅的

上海天文博物馆和地处西佘山东麓

的佘山地震基准台! 则记录了百年科

学风云" 还有不远处的佘山国家森林

公园#月湖雕塑公园#欢乐谷#玛雅海

滩水公园$$松郡九峰今天可供游

览#参观之处实在不计其数"

本报记者 董纯蕾

佘山、天马山、辰山、厍公山、
凤凰山、薛山、机山、横云山、小
昆山，合称“松郡九峰”。在松江
西北的平畴良田之间，有一群连
绵的小山丘。这是上海难得的
山林风景线。

史载，这九峰每峰均有八景
十景不等，九峰共计一百余景。今
天，就来表表九峰望远篇。天马望
远镜和佘山天文台，年轻人说那
不就是《后会无期》和《极限挑战》
的拍摄地吗？是的。然而，那里拥
有的决计不是如此表面的风景。

西佘山之巅，上海首次陨石
集中展览，正在拥有当年“远东第
一镜”的天文博物馆里举行，讲述
太阳系里那些流星“意外迁居”地
球的故事。而在“隔壁”天马山脚
下，如今的“亚洲第一镜”———“天
马”!"米全方位可转动射电望远
镜%见下图&，开始默默为我国首
个探月工程“收官之作”的“保驾
护航”做着热身准备。
攀科学高峰，望天际深处。百

年科学风云与无限宇宙视野，在
这里交汇了。

无限宇宙视野
即便身处天马山脚下，地面

海拔仅 #米，高 $%多米、重 &$%%

多吨、主反射面面积相当于 '个
篮球场、主反射面直径 !"米的天
马望远镜，还是老远就能看到了。
这个帅气的“大个子”，人称“亚洲
第一镜”，无论大小和性能在亚洲
同类射电望远镜中都排名第一。
“听力”超群的天马望远镜，一共
拥有 '个波段，交付使用时 (、)、
*和 +四个低频段已通过验收。
天马望远镜总工程师刘庆会告诉
记者，今年，,-、,、,.和 /四个
高频段又高分通过验收！

说起射电望远镜，现在人们
常会想起去年落成于贵州平塘的
"%% 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01)2），论单口径，它无疑是世
界第一。不过，射电望远镜“家族”
中还有更多专业细分，天马和
01)2并不属于“一家门”———不
同于 01)2的固定不动，天马全方
位可转动，具有多种科学用途，可
以对目标天体“紧盯不舍”，实施
精确、灵敏的追踪观测。

根据国际专业参考文献今年
的比较分析数据，天马望远镜的
总体性能在国际同类望远镜
中已进入前三名的行列，
可满足天体物理学、
天体测量学、深空
探测等学科和重
大工程的应用
要求。

观测工
程师江永琛，
是看着天马
从无到有的。
“天马有很多
‘招数’，我的
工作便是选出
最合适的组合，
帮助不同课题组
实现不同的观测计

划。”站在控制室的大
玻璃窗前，操控着天马的

俯仰旋转，为谁驻足、又对谁凝

望，江永琛感触良多。她希望，
有一天，自己也可以通过天马
有所发现。

天马深空之恋
按设计性能，天马望远镜能

观测到 3%% 多亿光年外的天体。
将满 "岁的它已追踪了不少深空
中的“心上人”。由中国科学院、上
海市人民政府和我国探月工程专
项共同出资建造的它，第一个重
要“心上人”自然是我国的探月卫
星。&%4&年4&月4#日，落成不到 &

个月的“天马”便作为中科院 5(67

天文观测网的“主将”，为嫦娥二
号的特别任务———与小行星图塔
蒂斯“擦肩而过”监测轨道。&84#

年和 &%49年，为嫦娥三号和探月
三期再入返回飞行试验器测轨。

前不久，在“事件视界望远
镜”首次为黑洞“拍照”时，天马望
远镜与日韩射电望远镜组成的东
亚 5(67网，也对黑洞开展了大量
成图监测。闫振副研究员解释，作
为对超大质量银河中心黑洞多波
段协同观测研究的一分子，天马
在此过程中展现了自己的实力，和
美国 5(61脉冲星联合观测位置
的测量精度也提高近三倍。

在“天马”的众多“心上人”
中，还有一些“神秘人”。比如，李
娟副研究员最近用天马望远镜，
成功观测到银河系中心巨分子云
中的前生命分子。很多人还不知
道，茫茫星际空间，存在着很多复
杂有机分子，它们与地球上的生
命起源息息相关。含有这些复杂
有机分子的星云，未来便有可能
演化出有生命的行星，故被称作
“前生命分子”。经过 &%%多小时
“聚精会神”的“聆听”，天马望远
镜在银河系中心巨分子云人马座
6&中，捕捉到了尺度宽达 4%%光
年的“准糖分子”乙醛醇和乙二
醇，这让科学家们很是兴奋。

按计划，今年，嫦娥五号又将
奔月。和以往的“绕”“落”不一样，
嫦娥五号此次要实现“回”，需要
更精密地测定轨道。“跃跃欲试”

的天马，这几天正锁定深空中的
火星探测器，开展热身练习。

还有，计划明年发射的“嫦
娥四号”首次踏上的月球背面之
路。还有，大后年的火星探测……
天马望远镜未来还将有更多大牌
“心上人”。

&%4!年，天马望远镜运行约
$#%%小时。今年上半年，几乎都
是每天 &9小时工作，预计运行时
间将达到 '%%%小时。还有源源不
断的参观人群。“我们不对任何一
个科普需求轻易说不。”刘庆会
说。“下个月，我们打算在主路上、
观测楼里增设多块科普展板。”让
观众不止看到天马望远镜的“容
貌”，更了解它的“内心”。

百年科学风云
追根溯源，九峰望远的故事，

一百四十多年前便已“开篇”。
4:%% 年，上海陆地的自然最高
点———西佘山之巅，法国传教士
盖起了两层法式洋楼，建起了中
国第一座拥有天文圆顶和大型天
文望远镜的天文台———佘山天文
台。那也是中国近代天文学的发
源地，直到上世纪 :%年代以前，
多少天文观测与研究工作完成于
佘山之巅。如今，这里是上海天文
博物馆，一个历史悠久、充满活力
的天文科普胜地，多少天象直播、
展览讲座在这里举办。

44$岁古董建筑，经过多次
扩建、大修和内部调整，最近一次
是 #年前，修旧如旧的保护维修
让老洋房“洗尽铅华”，恢复了健
康却不掩岁月痕迹的“素颜”。里
面，更是完好保存着多件“宝贝”。

与建筑同岁的 9% 厘米双筒
折射望远镜，是我国近代第一台
大型天文望远镜，建成后很长一
段时间都是“远东第一镜”。由法
国巴黎的高梯埃光学工厂制造，
与之配套的 4%米铁制大圆顶，也
在巴黎承造，4:%% 年交付使用。
虽有 #吨多重，但由于设计合理，
望远镜可以灵活地在架子上左
右、上下转动，就连大圆顶也能

#!%!转动。从上世纪 :%年代起，
曾经的“远东第一镜”逐渐不再投
入科研，从 &%%9年上海天文博物
馆开馆之日起它便是“镇馆之宝”，
每天都有很多游客慕名而来。

更奇妙的是，它在过往的观
测中拍摄的大量天文底片，保存
至今的有近 $%%%张。4:%&年的
猎户座大星云 ;9&，4:%"年的太
阳黑子，4:4%年的哈雷彗星……
现在，这些珍贵的影像，正在通过
天文底片专用扫描仪等一系列现
代高科技手段的“拯救”，陆续获
得数字化新生。科技部重点项目
“天文底片数字化”项目的大本营
就在佘山。

还有，4:&"年购于巴黎的帕
兰子午仪，它曾经参加 4:&!年和
4:## 年两次国际经度联测，当
年，在北纬 #%度的纬度圈附近，
只有上海、阿尔及尔和圣迭戈被
选作经度代表。

如今的佘山顶上，五座大小
不一的天文圆顶“一字排开”，除
了“远东第一镜”、4<"!米天体测
量望远镜、!8厘米激光测距望远
镜、3"厘米太阳望远镜，还有专
事科普观测的 #"厘米望远镜。中
科院上海天文台科学传播室主任
卢仙文说，科普，是百年佘山天文
台近年来的首要关键词。月全食、
土星冲日、水星凌日……一次次
天象直播诞生在佘山，还曾有市民
在佘山顶通宵守候狮子座流星雨，
用“远东第一镜”为火星“留影”。

观天知星的天文氛围，也感
染了佘山周边的景点。&88:年 $

月 &&日，长江日全食的好日子，
佘山脚下的月湖雕塑公园是上海
天文台推荐的观测地之一。虽然
最终天公不作美，但那个上午，
#888多人在雨中守候“黑太阳”的
场景，至今留在很多人的记忆中。

据不完全统计，上海天文博
物馆每年接待 &&万游客。而若要
在上海设计一条科普旅游线路，
从百年佘山天文台到天马射电望
远镜的“九峰望远”之旅，无疑是
最成熟、最具吸引力的线路。

眺望天际深处 聆听银河细语
本版摄影 孙中钦 李铭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