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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简介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简称“国
家天文台”）成立于2001年4月，国
家天文台本部设在北京，直属单位包
括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南京天文
光学技术研究所、新疆天文台和长春
人造卫星观测站。      
      国家天文台主要研究方向包括天
文学基础前沿研究、天文技术方法、
观测装置建造运行和空间探测科学应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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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学： 数据驱动的科学



天文学： 数据驱动的科学



郭守敬望远镜（LAMOST）

发表SCI论文700多篇，在搜寻奇异天体、给银河系重新画像等

研究领域取得了一批重大成果

已完成天体光谱2000+万条，是世界上

其它巡天项目发布光谱数总和的1.8倍

大天区面积多目标光纤光谱天文望远镜 
n “九五”国家重大科学工程，2008年落成
n 国际口径最大的大视场光谱巡天望远镜
n 世界上光谱获取率最高的望远镜
n 攻克系列技术壁垒，突破“大视场与大口径难以兼得”难题
Ø 首次在一块大镜面上同时应用薄变形镜面和拼接镜面主动光学技术
Ø 首次实现六角形的主动可变形镜
Ø 首次在一个光学系统中同时采用两块大口径拼接镜面
Ø 首次应用4000根光纤定位技术



发现锂丰度最高的恒星 →

揭示银河系外盘翘曲起源与演化 ↑

↑ 发现迄今银河系中自转最快恒星

←
发现迄今最
大的恒星级
黑洞

↑ 重新认识银河系的大小 ↑   发现超高速星

基于LAMOST数据的典型科学发现



FAST-中国天眼

500 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n “十一五”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2016年落成
n 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灵敏度最高的射电望远镜，

使我国中低频射电天文实现从追赶到领先的跨越发展
n 三项自主创新
Ø 利用贵州天然喀斯特巨型洼地独特台址
Ø 自主发明主动变形反射面
Ø 自主提出轻型索拖动馈源支撑系统和并联机器人



基于FAST数据的典型科学成果

宇宙中最大的原子气体结构 

2021年来部分重要科研成果

快速射电暴脉冲星

2021年中国科学十大进展
AI与快速射电暴



n 可在轨维护的 2 米空间望远镜
n 分辨率与哈勃空问望远镜相当，视场超过其300倍
n 兼具大视场巡天和精细观测能力
ü 大面积、高分辦率的多色成像与无缝光谱巡天观测（普查）
ü 对遴选天体/天区的精细研究（详查）

n 计划 2024 年发射

中国空间站工程巡天空间望远镜 (CS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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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大数据时代

Ø TB 时代（~2000）
• SDSS
• LAMOST
• Gaia

Ø PB时代（~2010）
• FAST
• SKA
• LSST
• Euclid 
• CSST

Ø EB时代（~2025）
• FAST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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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天文台与天文信息学

p虚拟天文台与国际虚拟天文台联盟
ü 数据密集型网络化天文学研究与应用平台

ü 数据发现-高效访问-互操作数字宇宙

p中国虚拟天文台

p天文信息学
ü 把先进的计算和分析方法应用到天文学领域，

从海量数据中获得新发现

并行计算、分布式计算、网格计算、云计算、
机器学习与人工智能技术 ...

  Prof. Szalay          Dr. Jim Gray          Prof. Djorgovski



中国虚拟天文台平台

From bring the data to the user
 
To bring the user to the data



• e

https://nadc.china-vo.org/



天文数据服务



天文云资源服务

国科大空间与天文学院节点



A Fast Radio Burst Discovered by F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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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ata process model

High Availability K8S Cluster

Resources Monitoring Distributed Storage System

Continuous Integration and Delivery

Build Data Processing Pipeline for FAST Key Project and SVOM

天文云资源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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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大数据面临的挑战

n  海量数据的精确检索与有限访问
n  不同种类数据的交叉融合
n  跨平台环境下的数据读写与共享存储
n  天文数据处理与分析软件的部署
n  不同种类计算资源的协同
n  基础设施的可持续建设与运行 数据融合

不同观测设备
不同观测波段
不同观测模式
不同观测时间



天文科研云平台

天文大数据科研云平台

便于天文学家在线分析使用
多波段的天文大数据，更专
注于科学发现

多波段参考数据库

国家天文科学数据中心



高性能检索与交叉证认



多源异构天文数据高效融合



天文科研云平台资源整合框架

n 统一资源管理系统管理跨
地域的异构资源，提供统
一资源视图及资源申请自
助服务

n 基于WEB的在线科研环境
提供以Jupyter为交互手段
的科研环境接入

n 计算与数据的协同调度根
据用户任务的数据、计算
需求，以就近计算为基本
原则分配计算资源



统一资源管理与互操作

松耦合、易扩展、高安全性



在线数据分析



数据使用评估

数据质量评估

数据汇聚评估
数据治理 成果评估

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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