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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天文学：数据驱动的科学发现

Ø TB 时代（~2000）

• 斯隆数字化巡天（SDSS）

• 郭守敬望远镜（LAMOST）

Ø PB时代（~2015）

• 盖亚天文卫星（Gaia） 

• 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

• 泛星计划（Pan-STARRS）

Ø EB时代（<2030）

• 平方千米天线阵（SKA）

• 巡天空间望远镜（CSST）

• 大口径全天巡视望远镜（LSST）

• 欧几里得空间望远镜（Eucl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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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虚拟天文台（V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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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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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虚拟天文台与天文信息学

  Prof. Szalay         Prof. Djorgovski       Dr. Jim Gray 





国际虚拟天文台联盟

Ø 成立于2002年，中美英法等24个国家和国际级成员，14个技术工作组

Ø 中国虚拟天文台（China-VO）是最早一批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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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源层

◆浏览器、移动APP  ◆桌面应用 ◆用户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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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虚拟天文台年会

年份 时间 地点 会议主题

2023 4.19-22 桂林 二十年回顾与展望

2022 7.19-22 丽江 AI时代的数据和服务

2020 11.25-29 厦门 “在线（Online）”

2019 11.27-30 大庆 科学平台和开放科学

2018 11.21-25 景德镇 天文学中的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

2017 11.29-12.3 大理 数据融合和标准化

2016 9.26-30 乌鲁木齐 新一代射电天文学和虚拟天文台

2015 11.26-30 天水 开放的星空，开放的世界

2014 11.27-29 新昌 天文学的“大数据”

2013 11.13-17 雅安 从脚下到云端

2012 11.28-12.1 宜昌 虚拟天文台就在你身边

2011 11.9-13 贵阳 从虚拟到现实

2010 11.25-28 丽江 从虚拟天文台到天文信息技术

2009 11.26-28 重庆 VO的轮回

2008 11.27-30 太原 “VO-enabled LAMOST”

2007 11.20-21 广州 体验VO从现在开始

2006 11.29-12.3 桂林 天文学研究的信息化

2005 11.25-27 威海 VO，从技术到科学

2004 12.1-5 武汉  

2003 9.25-26 北京  















China-VO Architecture



 AstroCloud, since 2014



National Astronomical Data Center

National Astronomical Data Center (NADC) was announced by Chinese 
government in June 2019 as one of the first 20 national scientific data centers.

WDC-D for Astronomy was established in April 1989. 





我国天文学科发展思路
发挥建制化优势，打造天地联合观测集群，形成协同观测和探究宇宙的能力



VO 0.0 to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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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 3.0: 数据融合平台



国家天文台-阿里云的跨界合作

2016

2017

7月王坚博士首访国家天文台
9月国家天文台代表团回访阿里云
10月杭州云栖大会宣布双方战略合作
11月LAMOST数据上云

2018

1月天文大数据联合研究中心成立
3月虚拟天文台主节点上云
4月联合研究中心科学技术指导委员会成立
4月宇宙驿站天文科普网站群100多个网站集体上云

1月BASS 巡天数据上云
5月“天文数据挖掘”天池大赛举办

2020

2021

2022

2023

6月二期战略合作启动

2月阿里云冠名博士后全部出站
3月“中国天眼”FAST向全球开放
12月阿里云助力青海冷湖天文选址

开启VO 3.0的技术探索

三期战略合作开启



World Wide Telescope （万维望远镜）

• 万维望远镜（WorldWide Telescope, WWT）通过互

联网把全球的天文资源无缝透明的融合在一起，借助强

大的数据库、网络技术和友好的用户界面，为全世界的

人提供了一种全新的使用天文数据的方式。

• 通过采用国际先进的天文数据标准HiPS，接入了包括

盖亚天文卫星第二次数据发布的巡天数据、新视野号拍

摄的冥王星及其卫星表面图景、我国主导的北京-亚利

桑那巡天（BASS）数据集、嫦娥二号拍摄的7m分辨率

全月图像等明星数据集在内的88个数据集，大大丰富

了平台资源。



公众超新星搜寻计划（PSP）

截至目前，PSP项目已累计发现超新

星、（河外）新星、变星等候选体

90颗，其中21颗超新星、12颗（河

外）新星、1颗激变变星获得证认，

另有34颗其他各类变星被认证收录。

真实天文发现

2015年正式上线的公众超新星搜寻项目

（PSP），由星明天文台和中国虚拟天文台

团队合作开展是首次基于国内业余天文观测

数据策划实施的全民科学项目，是专业天文

队伍和业余天文队伍深度合作的成功尝试。

PSP项目参与用户超过一万名，远超国内专业天文工作者数量。超过50名来

自全国各地学生和天文爱好者通过该平台发现超新星，最小年龄仅10岁。

该项目的社会关注度较高，目前已有《10岁小学生借助虚拟天文台发现超

新星》、《理工男的终极浪漫！代码敲出32颗超新星》、《95后患病小伙

发现6颗新天体》、《苏州00后情侣发现超新星》等高关注度的新闻，得到

央视新闻、新华社、中国共青团等平台的认可与传播。

低参与门槛 高社会关注度



引力透镜搜寻项目（LENSFINDER）是China-VO继公众超新星搜寻
项目之后开展的又一全民科学项目，由来自国家天文台李楠研究员团
队及中国虚拟天文台团队共同完成。参与者将在过程中更深入地了解
引力透镜相关知识，同时也能够帮助科学家更好地开展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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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更多人感受”浩瀚宇宙“的魅力



THANKS  



青年科学家项目



之江分中心签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