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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背景

近年
,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
,

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与应用研究中心刘振兴研究

组对磁场重联开展 了较系统的理论和数值模拟研究
,

取得一系列具国际先进或领先水平的成

果
,

创建了一种新的磁场重联理论—
“
涡旋诱发重联理论

” 。

这个理论摆脱了 30 多年来经

典重联理论的束缚
,

为研究该理论开辟了一条新途径
。

在国际上反响很大
,

一些著名的空间

物理学家纷纷发来书面评价
,

同时也引起欧空局一些专家的高度重视
。

他们认为
,

这一理论

是建立在极其正确和合理的逻辑系统上
,

对空间物理和天文物理研究的许多领域是重要的
,

与

欧空局多点探测卫星 ( lC us et
r
) 的主要科学 目标有密切联系

。

以 欧空局为主研制的 lC lst t er 和太阳 日球层卫星 (S ho o)
,

是 90 年代国际上利用大量卫星

同时联合观测进行 日
、

地
、

空间整体行为研究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
。

lC us t er 系列由四颗卫星

组成
.

同时发射
,

构成一个四面体
,

主要用于测量地球磁层中等离子体和电磁场的三维小尺

度精细结构
。

测量范围涉及磁层的一些重要边界层区
。

它的探测活动预期 会有一些重要发现
,

将导致 日
、

地
、

空间物理研究的突破性进展
。

1 9 9 0 年 7 月 23 日欧 空局发 出通 告邀请各国空间科学 家参与 lC us et :
科学 数据系统

( C S D S ) 的合作研究
,

刘振兴研究员向欧空局递交了一份合作提案
,

于 1 9 9 1 年 2 月 15 日在欧

空局科学评审委员会上通过
。

评委会建议
:

建立中国与欧空局 lC us t er 的 SC DS 间的合作关系
;

建立双 向的计算机联网
;
邀请中国代表参加 1 9 91 年 7 月 17 日在欧空局空间研究和技术中心

(E S T E C ) 召开的第六次 lC us t er 科学工作会议
。

在这次会议上
,

批准了中方提出的合作建议
。

尔后
,

1 9 9 2 年
,

欧空局官员先后两次亲临北京
,

与中方商讨科学合作事宜
,

并签署了一份会

议纪要
。

进一步 明确双方的任务和贡献
;
中国 lC us t er 科学工作队的结构和责任

;
使用和发表

数据的权力
; 经费的安排等

。

1 9 9 3 年 5 月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与应用研究中心 lC us t er 代表团

赴法国
,

与欧空局 lC us t er 科学数据系统进行第二轮合作协议协商会议
。

双方签署了会议纪要
,

并草拟了科学合作协议草案
,

会后双方分别在各自的组织系统 内进行讨论
。

1 9 9 3 年 10 月
,

欧

空局科学部主任 R
.

M
.

oB nn et 将率 E S A 代表团访问北京
,

并正式签署合作协议
。

科学意义

90 年代
,

国际上组织 了空前规模的国际合作计划
,

如国际 日地物理计划 (I S T )P 和 日地

能量计划 ( S T E )P 等
。

计划发射 14 颗科学卫星
,

对 日地 系统的祸合过程进行联合探测
,

并

组织三次战役
,

对 日地空间物理中的一些关键科学问题进行合作研究
。

这是 90 年代人类科学

发展 史上的一件大事
。

欧空局是目前国际上空间科学和技术的主要机构之一
,

在国际空间活

动中起着重要作用
。

这次 lC us et r
的发射是 90 年代最重要的

,

也是国际上构思最新颖
、

技术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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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的一次空间探测活动
。 ·

发展空间科学最重要的条件之一
,

是要具有新的空间探测数据
。

根据我国目前的国情和

财力
,

近年内不可能利用卫星进行大量的空间探测
。

努力实现空间科学的国际合作
,

是克服

我国空间深测资料匾乏
、

推动我国空间物理研究迅速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
。

与欧空局的空间

科学合作
,

是我国第一次做为正式成员
、

从始至终参与国际该领域研究
,

也是一次高层次的
、

较大规模的国际合作
。

这次合作对我国的空间科学 事业具有深远的影响和重大科学意义
: 1

.

可获取 90 年代国际上最先进的空间探测数据
,

推动我国空间研究的迅速发展
; 2

.

可提高我国

卫星探测
、

数据处理和分析的能力
,

培养一支年轻的空间科技研究队伍
; 3

.

使我国空间物理

界进入国际舞台
,

直接参与国际前沿课题研究
,

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学术地位
; 4一通过这次

合作
,

可间接与美国宇航局 ( N A S A )
、

独联体及欧洲一些国家进行合作
,

扩大国际合作范围
。

合作的整体构思

该项合作分为两个阶段
,

第一阶段 1 9 9 2一 1 9 9 5 年
;
第二阶段 1 9 9 5一 2 0 0 0 年

。

第一阶段的工作内容和实施计划

1
.

在国内积极开展与 lC us t er 有关的研究工作
,

主要内容包括
:

( l) 与 lC us et r
探测项目有关的场和等离子体物理模型的研究

;

( 2) 与 lC lls t
er 主要研究者合作

,

进行有关软件的研究
;

( 3) 结合 lC us t er 的主要科学 目标
,

开展有关的理论研究
;

( 4) lC us et r
科学数据处理和分析方法的研究

。

2
.

派遣科技人员
,

参加 lC us et r
的有关探测项 目

,

如
:

空间磁场
、

电场
、

等离子体及等离

子体波的探测
。

3
.

建立与欧空局 lC us et r
科学数据系统间的计算机连接系统

。

4
.

进行与 lC us et r
相配合的地面观测

。

5
.

在中国 lC us t e r 科学工作队的基础上
,

积极
:

筹备建立中国 lC us et r
数据中心

。

6
.

在以上工作基础上
,

积极准备申请成立开放实验室的工作
。

第二阶段 ( 19 9 5一 2 0 0 0 年 ) 拟实现

1
.

正式成立开放实验室
;

2
.

对 lC u st e r 取得的大量科学数据进行处理
、

分析和研究
,

取得高水平的科研成果
。

我国日地物理科学研究是世界上开展较早的国家之一
。

经过 30 年的发展
,

目前 日地系统

各分支学科已 日渐完备
,

并已形成一支具有国际竞争能力的科研队伍
。

积极开展国际合作
,

利

用国外的先进技术条件
,

使我国的基础研究步入国际先进行列
,

是科学的战略思想
。

与欧空

局的空间合作
,

必将进一步促进我国空间科学的快速发展
,

并在某些问题的研究上取得国际

领先地位
,

为空间科学的发展做出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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