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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内工作进展 

1.1 SKA 专项第一届专家委员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会议成功召开 

为加快推动 SKA 专项的部署实施，SKA 专项第一届专家委员会成

立大会暨第一次会议于 2020 年 10 月 9 日以视频方式成功召开。国家

遥感中心（SKA 中国办公室）王琦安主任、科技部国际合作司杨雪梅

处长、中国 SKA首席科学家武向平院士及其他专家出席了会议。 

杨雪梅处长首先代表科技部宣布了 SKA 专项第一届专家委员会正

式成立，介绍了专家委员会成员名单以及专家委员会职责。王琦安主

任整体介绍了 SKA 专项的指导思想和专项部署的总体考虑，并对专家

委员会成员提出了履行委员会职责、弘扬科学家精神的工作要求。SKA

中国办公室介绍了中国参与 SKA第一阶段履约方案的相关情况。 

武向平院士主持了专家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上审议通过了《中

国参与 SKA第一阶段科学部分细化方案（2020-2024）》，以及“宇宙

黎明和再电离探测”和“脉冲星搜寻、测时与引力理论检验”两个重

点科学方向的实施方案建议，与会专家对于国内射电天文人才培养、

面向 SKA-2的高新技术部署等工作开展了充分讨论。 

最后，王琦安主任进行了会议总结，希望专家委员会各成员能够

大力支持 SKA 专项各项工作，履职尽责，为专项实施总体把关，推动

各项任务的顺利完成。 

（摘自国家遥感中心官网： 

http://www.nrscc.gov.cn/nrscc/zxdt/202010/t20201012_34923.html） 

http://www.nrscc.gov.cn/nrscc/zxdt/202010/t20201012_3492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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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上海天文台在 SKA首个科学数据竞赛中获佳绩 

近日，SKA的首个科学数据竞赛（SDC1) 成果总结已在《英国皇家

天文学会月刊》（MNRAS）发表，上海天文台作为参赛团队参与了该竞

赛，并在总评分名列首位。 

SKA首个数据竞赛于 2018年启动，全球共有 9支团队于 2019年 4

月提交结果。上海天文台于竞赛启动时即组织人员进行规划准备，展

开前期测算，中期虽因数据的重新发布而需要对所有数据进行重新处

理分析，但参赛团队保持积极应对，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反复讨论完

善数据分析，完成竞赛。  

作为 SKA科学准备的一部分，SKA的数据竞赛项目，旨在通过数

据竞赛帮助研究人员进一步熟悉 SKA将发布的数据，对 SKA数据处理

流程进行考察和完善，并将作为一个常规项目进行发布。SKA数据竞

赛针对不同的数据处理需求，发布 4个层级的真实或模拟数据，第一

层级，对望远镜产生的原始数据进行处理；第二层为已校准的观测数

据产品，由 SDP科学数据处理为 SRC区域中心提供，并由区域中心进

行处理提供给获得观测申请的科研人员； 第三层级为更进阶的数据产

品，涉及该层级的数据竞赛将致力于科学目标的研究，以及相关的算

法开发；而第四层级则针对最终的科学成果，也是所有观测和分析的

最终目标。  

SKA首个数据竞赛侧重于第二、第三层级的数据与处理。主要竞

赛内容包括天体搜索与定位，天体亮度、中心核大小、倾角等参数拟

合及天体分类，并针对天体搜索的可信度、完备度、天体拟合与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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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准确性等方面进行结果评估。此次所提供的竞赛数据共包含代表

SKA中频望远镜的 3个波段、代表 3种望远镜观测模式的 3种积分时

间共 9个 FITS图像，每个图像大小达 4GB， 结合各团队的分析结果，

单个图像中探测出天体数量最多可达几十万颗。  

在此次竞赛中，上海天文台团队采用了数据前期分析，算法筛选，

交叉验证，参数调优等路径。团队首先对所有竞赛数据开展统计分析，

了解数据结构，天体群组特征，确定用于数据处理的输入参数范围，

进而基于针对 SKA不同先导项目而开发的天体搜索算法对图像进行了

先期测试，经过对结果的准确度与计算效率的评估，选取表现较好的

算法结果进行交叉验证，得到准确率最佳的算法完成对所有图像的天

体搜索与天体形态的拟合。通过特定阈值的连续像素岛的提取来识别

天体，通过例如二维高斯模型对天体亮度分布进行拟合，测算天体的

大小角度，并通过主波束信息对天体总流量密度进行修正。面对如此

庞大的数据处理任务，普通计算机无法全部完成，团队借助上海天文

台的 SKA区域中心原型机系统完成了不同环节的数据处理工作。  

(摘自上海天文台官网：

http://www.shao.cas.cn/2020Ver/xwdt/kyjz/202011/t20201117_5751066.html) 

2 国际动态 

2.1 SKA 组织需采取措施降低卫星巨型星座项目对 SKA 的影响 

据 SKA 总部 2020 年 10 月 7 日报道，SKA 组织量化分析了卫星巨

型星座项目对 SKA 望远镜产生的潜在影响并初步制定了降低影响的措

施。此次研究的重点是调研拟部署的由 6400 颗卫星组成的天基系统

（space-based systems）对未来将在南非建设的由 197面反射面天线

http://www.shao.cas.cn/2020Ver/xwdt/kyjz/202011/t20201117_575106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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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的 SKA 中频望远镜的影响。位于西澳的低频望远镜将将运行在较

低频段且采取了不同的天线技术，故不包含在此次研究中。 

此次研究发现重点如下： 

1、 各卫星星座项目预期将在南非 SKA 中频望远镜的 5b 接收机

频段（SKA 望远镜计划的 7 个频段之一）内传输信号，导致 SKA 望远

镜在该频段内损失灵敏度并延长 70%的天文观测时间； 

2、 如不采取具体有效的措施，可能会影响 5b 频段内全部的天

文观测； 

3、 卫星星座项目将影响 5b 接收频段的分子和原子光谱线研究，

如复杂的有机分子、II类甲醇脉泽、以及多种河外分子谱线； 

4、 如在卫星星座运行中采取 SKAO 拟定的措施，可将其对 SKA

中频望远镜的影响降低十倍； 

5、 如不采取有效措施，未来由多达 100000 颗卫星组成的更大

型卫星星座有可能在 100%观测时间对 5b接收频段观测造成影响； 

6、 SKAO 将与工业界保持密切合作以探索所有最大限度降低灵

敏度损失的途径，并期望拟定的解决方案可达到预期效果。 

具体而言，SKAO 研究重点关注三方面：1、物理方面：研究排除

了由于卫星的强烈射电信号直接射向反射面天线而对 5b 频段接收机

造成物理伤害的可能性；2、仪器饱和：非常强烈的干扰信号可能会导

致接收机系统饱和，从而淹没 5b频段接收机观测到的其他信号，造成

5b频段的数据全部丢失并导致接收机在一段时间内无法使用。在卫星

星座项目部署的第一阶段（约共 6400颗卫星），假设卫星信号未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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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向反射面天线，预计会在百分之几的观测时间内出现饱和。对于更

大规模（超过 100000颗卫星）的卫星星座，如未在卫星运行中采取有

效措施，饱和现象大概率会连续出现；3、科学影响：即使是当前的小

型星座项目也很可能对卫星的 5b 接收频段范围内所有天文观测造成

连续性灵敏度伤害，对于这个频段范围内的分子和原子谱线的科学影

响最为严重。 

预期有效的措施：控制卫星发射波束指向偏离 SKA 反射面天线附

近区域。该措施只需要对软件进行简单修改，并不会对星座部署、定

位或硬件造成影响。虽然这一措施的成本效益确实取决于卫星部署的

硬件和软件，但为遵守相关国际法规，在以往的卫星运行中已成功采

取相关技术，避免卫星信号在穿越高空对地静止卫星与其接收地面站

之间的路径时对电信和电视等信号传输产生影响。 

这项措施预期可将卫星星座对 SKA的影响降低 10倍，SKA在卫星

传输频段范围内观测累积时间则只增加 7%。虽然任何程度的灵敏度损

失都令人非常遗憾，但 SKAO意识到在竞争性科学和商业利益之间需要

妥协。 

值得注意的是，SKA 南非台址附近用户的卫星服务许可及相关地

面基础设施需符合国家《议会天文地理优势法案》规范，因此卫星发

射波束指向南非 SKA台址可获取的商业收益非常有限。 

（编译自 SKA官网： 

https://www.skatelescope.org/news/skao-satellite-impact-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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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快讯 

3.1 SKA 工业联络人召开视频会议 

SKA 组织于近期组织召开了两次工业联络人视频会议，会上主要

针对采购第三层级文件、科学数据处理（SDH&P）工作包采购形式等议

题进行讨论。 

3.2 FAST 稳定运行为快速射电暴起源提供新信息 

    近日，FAST快速射电暴搜寻科学团队利用 SKA探路者设备— FAST

认证一例快速射电暴重复暴 FRB180301，在国际上首次发现该重复暴

的辐射具有非常丰富的偏振多样性特征。这一观测对快速射电暴的辐

射起源提供了新信息，显示了磁层在快速射电暴辐射机制中的作用。

该成果论文已于北京时间 10 月 29 日在国际科学期刊《自然》杂志上

正式发表。 

4 近期国际会议计划 

4.1 2020年 12月 7日 SKA第三十五次董事会 视频会议 

4.2 2020年 12月 16日 SKA CPTF第十九次会议 视频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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