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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DC基本情况

• 资源与服务

• 时域大模型发布



现代天文学：数据驱动的科学发现

 TB 时代（~2000）

• 斯隆数字化巡天（SDSS）

• 郭守敬望远镜（LAM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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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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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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虚拟天文台（VO）

 数据密集型网络化天文学研究与应用平台

 数据发现-高效访问-互操作数字宇宙

 天文信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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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亟需虚拟天文台与天文信息学

  Prof. Szalay        Dr. Jim Gray         Prof. Djorgovski



国际虚拟天文台联盟

 成立于2002年，中美英法等24个国家成员，14个技术工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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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源层

◆浏览器、移动APP  ◆桌面应用 ◆用户程序

虚拟天文台
核心

VO查询语言

语义 数据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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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天文科学数据中心是虚拟天文台的
资源基础，是天文信息学的技术核心



• 1989年4月成立，前身是“世界数据中心中国中心天文

学科中心”总部挂靠北京天文台（现国家天文台）

• 2011年12月，中国天文数据中心成为新成立的国际科联

下属的世界数据系统（WDS）首批正式成员

• 2018年10月，亚洲首个通过CoreTrustSeal认证

• 2019年6月成为我国首批“国家科学数据中心”，

   进入国家科技创新基地序列
中心职责（四位一体）：

• 国家科学数据中心
• 中国科学院学科数据中心
• 国家天文台科学数据中心
• 国家天文台数智创新平台



持续整合天文领域数据资源
• 中心共汇聚数据集507个，

已公开数据集406个，数
据总量约78.3PB，包括国
内观测设备和计划自产数
据、科技计划项目汇交数
据、论文数据、镜像数据、
科普数据等

建设完善数据汇交流程及系统
• 完成18个重点研发专项的

数据汇交
• 完成了139篇天文领域相

关论文数据汇交

初步建立起一个多维度的
天文科学数据体系



构建LAMOST数据发布系统

打造EP时域天文信息中心



 巡天十二年，2512万条光谱，世界其他项目发布光谱之和的2倍

 完成 48 次数据发布，34 套系统同时运行，国内无先例

创新点：

 虚拟天文台技术驱动的数据融合

 光谱、星表、星图统一访问

 基于云存储技术和分布式系统的发布平台

 实现国产数据的国际化输出（SDSS、CDS、ESA、GAVO、泰国）

 北京市科技进步二等奖（2020年度）

 2024年世界互联网大会领先科技奖

 中科院信息化应用优秀案例





EP暂现源证认-流水线证认

 在EP科学数据流水线中，自动对每个探测到的X射线源进行已知源判定，并通

过AI算法给出初步分类

多源数据融合证认

 EP观测数据、多波段参考数据、各类警报数据

 系统自动记录判定流程，证认结果可追溯

协调多波段多信使观测

 实现了从EP到后随望远镜（兴隆、梦飞望远镜）的暂现源观测链路

 建立了科学用户协同体系，实现科学用户对暂现源的在线讨论和后随观测数

据分享

科学观测申请

 年度科学观测、ToO观测、观测数据获取

助力时域天文和天地一体化融合发展



• 支持跨地域资源整合

• 支持对大规模科学数据的直接访问

• 支持统一认证与单点登录

• 支持计算资源的动态扩展和接入

• 支持软件工具的动态接入

• 支持源代码管理

https://science.china-vo.org

面向天文科研，构建数据、软件与计算相融合的一体化在线科研环境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海量多波段天文数据融合关键技术与科学应用”



国台AI大模型的集中发布、部署、应用、演进平台   https://nadc.china-vo.org/ai

大模型应用交互
多轮对话
流式响应
用户数据上传

文档、fits数据、图片
已完成部署

天一大语言模型
金乌太阳大模型
SpecCLIP光谱大模型
具身智能望远镜
NADC智能体
NADC时域大模型

部署环境
NADC自有硬件
国科大天文学院租用硬件



基于数据的全民科学项目与AI全民参与的天文数据识别及标注助力天文学研究 提供领域大模型在科学教育领域的应用场景

基于数据的全民科学项目与AI



利用大量光变数据通过自监督训练建立
一个时域光变基础模型

• 学习有效的通用表征

• 捕捉多时间尺度的光变特征

• 可用于多种光变分析下游任务，如参数测
量、变源分类、系外行星搜寻、恒星耀发
检测等

• 发现和探索新天体新现象

      FALCO（隼）�: a Foundation model of Astronomical Light Curves for time dOmain astronomy

机器学习模型缺乏通用性，难以适应多任务

时域巡天数据量大

天体类别复杂多样

模型核心研发团队：陶一寒、黄样、左肖雄、康至煊、陈华曦等



FALCO模型首发版本

• 基于Transformer架构

• 参数量约1.4B

• 支持的光变分析任务：

变源分类 - 实现光变快速分类，
准确率超95%，提升在大规模时
域巡天中发现高价值目标的效率

表面重力加速度 log g估计 - 通过
恒星“眨眼睛”现象估计其表面重
力，精度逼近星震学测量

耀发检测 - 从密集的光变曲线数
据中识别并发现极易被忽略的稀
疏恒星耀发信号，精度达87%



欢迎扫码试用

基于FALCO时域光变大模型的交互应用
国家天文台发布平台核心开发团队：许允飞、王晗等



 不断提升NADC/China-VO自身能力，满足所有“用户”的需求

把中心打造成为优秀的国家科学数据中心和国际知名的天文科
学数据中心，成为引领天文学进入数据密集型科学发现新时代
的重要资源平台和技术力量。

大科学装置、重大研究计划、科研团队
科学家个人、社会用户、管理机构

计算机程序、AI智能体等



欢迎试用！欢迎反馈！能为您的科研带来便利是NADC团队最大的心愿❤

国家天文台
天文技术与方法丛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