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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勃望遠鏡服役哈勃望遠鏡服役2525年堪年堪
稱里程碑稱里程碑，，郭新指放眼將郭新指放眼將
來來，，科學界認為正在建造科學界認為正在建造
的的「「詹姆斯韋布詹姆斯韋布」」太空望太空望
遠鏡遠鏡(JWST)(JWST)是哈勃的是哈勃的「「繼繼
承者承者」。」。哈勃用途廣泛哈勃用途廣泛，，
可觀測的波段包括近紅外線可觀測的波段包括近紅外線、、可可
見光和紫外線見光和紫外線。。JWSTJWST則屬於紅外則屬於紅外
線望遠鏡線望遠鏡，，主要是觀測遙遠的星體和天主要是觀測遙遠的星體和天
文現象文現象。。郭新認為郭新認為，，在資金有限的情況在資金有限的情況
下下，，未來太空望遠鏡不一定要很昂貴未來太空望遠鏡不一定要很昂貴，，
他更傾向建造多幾個較便宜他更傾向建造多幾個較便宜、、較專門的較專門的
望遠鏡望遠鏡，，分析各種光譜分析各種光譜。。
郭新解釋郭新解釋，，相比普通的攝影和圖片相比普通的攝影和圖片，，

光譜所含有的訊息量更多光譜所含有的訊息量更多，，可反映星體可反映星體

的化學物質的化學物質。。被問道如果由自己選擇被問道如果由自己選擇，，
他會發射哪種太空望遠鏡他會發射哪種太空望遠鏡？？郭新笑說最郭新笑說最
想有高分辨度紅外線光譜儀想有高分辨度紅外線光譜儀，，它能準確它能準確
分析紅外光譜分析紅外光譜，，判斷其他星體是否存在判斷其他星體是否存在
有機物有機物。。不過他指出不過他指出，，由於紅外線儀器由於紅外線儀器
需液態氦氣來冷卻需液態氦氣來冷卻，，若氦氣用盡若氦氣用盡，，儀器儀器
也就報廢也就報廢，，故這種望遠鏡的壽命也較故這種望遠鏡的壽命也較
短短。。

今年是哈勃太空望遠鏡升空運作今年是哈勃太空望遠鏡升空運作2525周周
年年，，其間進行超過其間進行超過120120萬次觀測任務萬次觀測任務，，觀觀
測超過測超過33..88萬個星體萬個星體，，更發現遠至更發現遠至134134億億
光年外的古老星系光年外的古老星系，，重大貢獻包括證明黑重大貢獻包括證明黑
洞存在洞存在、、宇宙加速擴張等宇宙加速擴張等。。郭新曾參與哈郭新曾參與哈
勃的觀測項目勃的觀測項目，，認為它最大特色是認為它最大特色是「「通用通用
望遠鏡望遠鏡」，」，既可看太陽系內既可看太陽系內，，也可觀測遙也可觀測遙
遠的星系遠的星系，，用途十分全面用途十分全面，，因此多方面的因此多方面的
發現發現，，在科學界極具影響力在科學界極具影響力。。相反相反，，其他其他
太空望遠鏡用途較專門和單一太空望遠鏡用途較專門和單一。。

穿梭機退役穿梭機退役 哈勃難再維修哈勃難再維修
哈勃最初哈勃最初「「履新履新」」時時，，望遠鏡鏡片有瑕望遠鏡鏡片有瑕

疵疵，，拍回來的照片模糊不清拍回來的照片模糊不清，，19931993年太空年太空

人更換後才正常運作人更換後才正常運作。。哈勃捕捉了大量令哈勃捕捉了大量令
人歎為觀止的影像人歎為觀止的影像，，其中包括距離地球其中包括距離地球
77,,000000光年光年、、有有「「創世之柱創世之柱」」之稱的鷹星之稱的鷹星
雲雲。。
談及哈勃的前景談及哈勃的前景，，郭新指以往太空人乘郭新指以往太空人乘

搭穿梭機升空維修哈勃搭穿梭機升空維修哈勃，，隨着穿梭機隨着穿梭機20112011
年退役年退役，，而哈勃又無法與其他太空船對而哈勃又無法與其他太空船對
接接，，它若再故障就無法維修它若再故障就無法維修。。
美國太空總署美國太空總署(NASA)(NASA)暫未決定哈勃的暫未決定哈勃的

命運命運，，一個方案是派機械人登上哈勃一個方案是派機械人登上哈勃，，控控
制它重返大氣層並墜入大海制它重返大氣層並墜入大海，，亦可能把它亦可能把它
推高至可穩定環繞的軌道推高至可穩定環繞的軌道，，成為太空垃成為太空垃
圾圾。。而在這之前而在這之前，，哈勃會盡可能維持正常哈勃會盡可能維持正常
運作運作，，繼續為人類科研作出貢獻繼續為人類科研作出貢獻。。

踏入千禧年以來，中國太空航天領域有長足發展︰
2003年首位太空人楊利偉升空、2008年翟志剛實

現首次太空漫步、2011年發射太空站天宮一號、2013年
探測器嫦娥三號成功登月。郭新指出，國家領導人十分
重視太空科技，例如國際天文學聯會2012年8月在北京
開會，當時仍是國家副主席的習近平出席開幕式並致
辭，足見一斑。
郭新表示，中國內地積極發展太空科技有三重原因。

一是科學目的，例如探索月球地質。二是提升技術，太
空科學很多科技都是屬於最高層次，它們可在民間應用
方面普及。美歐及其他新興國家也大力推動太空科技，
就是把它視成為有利民生的長遠投資。至於第三則是軍
事用途。

校長准撥款 冀踏出第一步
郭新是中國南極巡天望遠鏡團隊的唯一一名香港地區

委員，與內地太空科學界交往頻繁，因而看到香港與內
地在太空研究合作的機遇。郭新透露，上月港大校長馬
斐森批准，從大學發展基金撥款1,060萬港元，協助推動
成立「太空研究中心」(Center for Space Research)，待
校方審批小組點頭，可望在不久將來正式成立。他向本
報記者談及這件事時，欣喜之情溢於言表，又透露他已
籌劃多年，如今有機會踏出第一步，未來還需漸進發
展，不能在一兩年內急於求成。
至於中心確實要研究哪些項目，他表示這要視乎招攬

到什麽人才，以及要與內地科研機構協調配合，決定香
港能提供哪領域的協助。

港人可參與太空數據分析
談到太空科技，人們會想到很昂貴的儀器、龐大的實

驗室和火箭發射台，試問香港彈丸之地，如何容納得
了？郭新指出，這只是公眾未充分了解才會有此質疑。
他解釋道，因為國家支持太空研究，已負擔了最昂貴的
開支，包括大型設備和火箭發射等，因此香港可發展太
空數據分析、軟件設計、儀器設計及控制、衛星升空後
的追蹤等較「細微」的領域。
這不需要很大的廠房和設施，只要一些電腦就足夠，

最主要投資反而是相應的人才。他進一步指出，香港較
有可能參與的領域，是對太空實驗和觀察所得數據予以
分析，解讀箇中含義，這需要擁有深厚物理和數學知識
的專家。

吸引國際人才 普及天文學
他強調應配合內地太空發展的趨勢，參與當中部分領

域，「國家都注重的東西，我們怎麽不做呢？」 他說
這不一定要大灑金錢，大有大做、細有細做，「高科技
產業人數不用很多，但影響力可以很大」。他指香港可
從太空研究獲益，例如吸引國際人才，並提升公眾對天

文學的認識。
太空科技產業在香港落地生根，成果可

惠及普羅大眾，日後港人抬頭看夜空，更
可帶着一份自豪感來觀賞漫天繁星。

專訪港大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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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望夜空，滿天星宿教人神往，每年但凡有天文現象，香港都有大批發燒友拿起望遠

鏡爭睹奇景。看歸看，本港若能發展出太空科技產業，則更教人期待。香港大學理學院

院長郭新接受本報專訪時率先透露，他希望不久將來成立「太空研究中心」，

讓本港科學家和有志的年輕人有更多機會參與太空科研。他指出，中國內地愈

趨重視太空科技，香港應把握機遇與內地合作，開拓屬於

港人的產業新天際。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鍾洲

郭新表示，港大理學院學者將成
為太空研究中心的創始成員，中心
亦會向海外專家招手，包括大學學
者以及在外國太空機構工作的港
人 。 郭 新 提 及 美 國 太 空 總 署
(NASA)旗下的「噴射推進實驗
室」也有港人任職，可見香港並非
沒有相關科學家，最大問題是缺乏
產業，因此他們只能赴外國一展所
長，未有機會回港發展。

港人有國際經驗優勢
本地招聘方面，郭新說最重要是

訓練學生。他覺得不少學生很聰
明，有能力和興趣研究太空科學，
可惜以前沒機會給他們。郭新續
稱，如今有了機會，為了讓學生學
有所用，畢業後銜接太空研究中心
的職位需求，港大可能開辦相關課
程，例如主修太空科學。他表示，
以往中國「神舟」太空人訪港，或

有太空儀器在香港展覽，都吸引很
多市民捧場，反映民間對太空科學
有濃厚興趣，但相關產業始終缺乏
政府支援。
被問到會否羅致內地專才，郭新

坦言內地科研條件勝過香港，未必
吸引到他們。然而郭新補充指，港
人也有自身特點，就是國際經驗豐
富，香港應配合內地太空科學發
展，發揮人才優勢。

吸納港產科學家回流

郭新是國際知名天文學家，1967
年畢業於香港培正中學後，赴加拿
大和美國深造，任職於國際天文組
織和科研機構，並是加國次毫米波
人造衛星Odin的首席科學家。在
研究恆星死亡階段的「行星狀星
雲」方面，郭新的理論徹底改變了
科學界的理解。他發現行星狀星雲
可迅速合成大量複雜有機物質，並
向整個銀河系散播，對解釋地球起
源有重要意義。

領導加國Odin衛星項目
郭新在加拿大麥克馬斯特大學主

修物理，取得理學士學位，再於美
國明尼蘇達大學取得碩士及博士學
位。他先後在加拿大國家研究院和
卡爾加里大學任職，繼而獲台灣中
央研究院聘請，出任天文及天文物
理研究所籌備處主任。郭新積極參
與太空項目，1994年至2006年擔
任加國衛星Odin首席研究員。在
國際天文學聯會，他擔任太空生物

學委員會副主席及星際物質委員會
主席。
郭新2006年回港，出任港大物理

系教授和理學院院長。他表示，因
應香港推行「334」學制，有機會
參與港大的科學課程改革，希望憑
一己之長為社會作出貢獻。縱橫國
際天文學界，郭新深深體會到天文
科學家之間的緊密合作和認同感，
他又對中國內地參與探索太空感到
高興。

專研恆星死亡 揭秘地球誕生

太空科學發展有兩大範疇，一
是純粹學術研究和探索宇宙，二
是民生方面的實際應用。郭新表
示，太空現象不只是天外事物，
而是會確實影響人類生活，例如
太陽風暴會干擾地球通訊，天文
學家觀測太陽可解開太陽風暴之
謎，協助政府作出預防措施。更

貼身例子是手機和相機的「感光
耦合元件」(CCD)，起初用於天
文望遠鏡，多年後再普及應用於
民間電子設備。
CCD於1970年代面世，能捕捉

到70%的入射光，遠勝傳統菲林
的2%，也因此獲天文學界青睞，
用於拍攝星體和天文現象。CCD

後來在民間普及，成為數碼相機
和手機鏡頭內重要的感光元件。
郭新又提到，太空科學不僅探索
宇宙，也可研究地球，例如人造
衛星觀測氣象、環境變化，又可
用作通訊，都反映太空科技應用
範圍已愈來愈廣，而非以往的純
料學。

曾參與哈勃觀測曾參與哈勃觀測
讚望遠鏡用途全面讚望遠鏡用途全面 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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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上科技「落地」 促進相機發展

■■畫家筆下的畫家筆下的
JWSTJWST太空望遠太空望遠
鏡鏡。。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哈勃拍攝的哈勃拍攝的「「創世之創世之
柱柱」。」。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郭新指郭新指，，在在
香港發展太空香港發展太空
科技科技，，有助吸有助吸
引海外專才引海外專才。。

本報記者本報記者
李鍾洲李鍾洲 攝攝

■■郭新曾參與哈郭新曾參與哈
勃太空望遠鏡觀勃太空望遠鏡觀
測測。。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天文現象吸引不少港人關天文現象吸引不少港人關
注注。。圖為市民在尖沙咀太空館圖為市民在尖沙咀太空館
外觀賞日偏食外觀賞日偏食。。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