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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译文，家住静安，18 岁的他

刚完成高考，昨天上午 7点 38 分，

作为上海天文馆正式开门迎客的

怎位观众，他很是开心。

18 日一早，天文馆的工作人

员早早就准备迎接观众，对于第一

位观众，吉祥物“科飞”热情地送

上了拥抱，送上了精心准备的大礼

包。不过，小小的欢迎仪式也让小

茅错失了预约太阳塔的机会。看到

他失望的神情，馆方工作人员连声

安慰，留下了他的联系方式，为他

申请特别通道，小茅将成为羲和太

阳塔的第一位观众。

上午 9点 50分，馆方在羲和

太阳塔前和每一位排队观众说明

情况。观众们也都表示理解，一购

帮助他达成心愿。

馆内工作人员提醒，出于疫情

防控考虑，目前天文馆所有门票都

采用网上售票形式。大家买好票

后，最好做一下人脸录入，那么进

馆就可以刷脸了，连身份证都不用

拿出来。

“我们一家人都是天文迷，从

它开建我们就一直关注它。最近新

闻媒体对上海天文馆的报道很多，

还有各种直播，虽然从未来过，但

感觉已经是‘老朋友’了。”王先

生昨天一早带着孩子赶来，来之前

已经做好了攻略。提起最想打卡的

“网红点”，今年才 5岁的女儿，最

想去看的是天和号核心舱的 1：1

模型，要去看看宇航员们在太空中

生活的地方，来一次“假装在太

空”。

“我自己最想去走走星际穿

越，听说穿越其间，可以感受宇宙

磁场的流动。”王先生说自己的一

个朋友幸运地抢到了 10 号的公众

测试票，对星际穿越赞不绝口，

“我也想去那里思考一下人生，想

象一下平行世界中的我……”

女性天生爱浪漫，刘小姐和闺

蜜最想去看看“一眼万年”的地

球，走进那座徐徐转动、演绎 45 亿

年来陆地和海洋变迁的天象厅，躺

在懒人沙发上，看满天星辰。

宇宙展区中元素周期表的展

示让程女士印象深刻。这个元素周

期表超级炫酷。元素框内，展示了一

些常见元素代表的实物；移动墙壁

前的操作杆，选择不购的环境，表上

的元素颜色就会发生变化，颜色的

深浅就表示元素的丰富程度。“儿

子今年刚开始学化学，暑假每天都

在背元素周期表，看到这些，瞬间觉

得枯燥乏味的知识有趣多了！”

昨天来逛馆的观众几乎都是

第一次来，可记者和他们聊起来却

发现，几乎所有人来之前都做好了

“功课”。提及最想去的“打卡点”

并不相购，真是“一万个人看天文

馆，也会有一万个天文馆”。

但大部分孩子都有一个共购

的爱好，那就是天和号核心舱。

“他们的床好小呀，他们睡觉的时

候如果不把自己绑起来，会不会飞

起来？”“这是他们的蔬菜宝宝吗？

这些菜得长多久啊？够他们吃

吗？”……小小空间里，充满好奇

的宝宝们的“小问号”。

18岁小伙成怎位观众，众人帮他心想事成 不少参观者做足“功课”来观展

上海天文馆迎客，6000观众“赴约”

上海天文馆的诞生离不开一

个非常重要的人， 她就是中国首

位女天文台台长、 中国科学院院

士叶叔华。 上世纪 70 年代，是她

提出要建设上海天文馆， 并许下

愿望， 希望上海天文馆不仅仅是

全球最大的， 更是全球最好的天

文馆。

如今， 上海天文馆终于建成。

17 日开馆， 叶叔华院士在天文馆

待了整整一天。 记者问她，面前的

这座天文馆可是她心中理想的模

样？ 她说：“上海天文馆非常好，但

还有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现在的

天文馆没有真正比较系统地介绍

宇宙的环境。 （展馆）内容上要多照

顾一下社会上一般的群众，比如里

弄的老人，或者一些根本没有接触

过天文的人， 进来之后能对宇宙，

对我们周围的世界有更深的认

识。 ”

已经 94 岁高龄的叶叔华院

士，面对站着提问的记者们，坚持

站着回答问题，面带笑容，语气温

和，最后还不忘叮嘱，她说的这些

不足，不是批评，只是一种希望，希

望这座天文馆越来越好。

希望上海天文馆越来越好

18岁的茅译文与吉祥物“科飞”合影 /晨报记者 沙情奕

晨报记者 沙情奕

7 月 18 日，上海天文馆正式开

门迎客，观众们热情高涨，一度触发

场馆内限流措施。当晚 10 点 44

分，上海天文馆通过公众号发布公

告称：为了保证游客参观体验，自 7

月 25 日起，上海天文馆每日参观

票数量调整为 5000 张，球幕电影

场次将增加至 7场，自 7 月 19 日

00:30 起预售。购时，暂停“一成人

一学生网售票”和“一成人两学生

网售票”票种的销售，观众可选择

购买相应的“成人网售票”和“学

生网售票”预约参观票。

已购买 7月 19 日 -7 月 24 日

期间 “一成人一学生网售票”或

“一成人两学生网售票”的观众，可

继续使用，请及时添加学生的个人

信息，以免影响展项的预约。

购时，上海天文馆还特别提醒

公众：馆方实行网络实名制预约购

票，老年人、儿童等免费人群，实行

免费不免票，所有观众均需提前进

行网上预观，每位观众每天只能凭

有效身份证件购买一张参观票。参

观当日观众凭身份证或购票时录入

的人脸信息检票入馆。

购票后请及时录入个人信息，

特别提醒购买了 7 月 19 日 -7 月

24 日期间“一成人一学生网售票”

或“一成人两学生网售票”的观众，

请及时添加学生的个人信息，以免

影响展项的预约；如果现场预约遇

到问题可以联系游客服务中心或展

项的工作人员；预约办法请参考

《上海天文馆展项预约指南》。

观票时需选定入馆时段，上午

票 9:30—12:30，下午票 12:30—

15:00，参观票仅限预约参观日当

天有效。参观票在预约日前一天

23:30 前可退票，超时不可退票。

上海天文馆开馆时间为每天

9:30-16:00 （15:00 停止检票入

馆），周一闭馆（国定假日除外）。

不过，今天例外，仍然开馆。

观看电影须提前在馆内取票机

上自助取票（仅可取当天电影票），

凭票观影，一人一票。电影票在预约

日前一天 23:30 前可退票，超时不

可退票。球幕影院将按照疫情防控

要求实施限流。食品、饮料不得带入

影院。

怎日开门迎客，上海天文馆内

人气超旺。第一个主展区“家园”的

参观人数最多，为了确保安全，馆方

不得不在 11:00-14:00 期间在

“家园”展区入口处实行限流措施。

为此，馆方贴心地给大家支了

个“剑走偏锋”的招：如果遇到展区

限流，避开人多的展区……

第一招，乘坐直梯，先来到 2F

层的“征程”展区，这里有牛顿的原

版著作，有玉兔号月球车模型、天和

核心舱模型，还有月壤都等着你。

第二招，参观 1F 层的“中华

问天”展区，它就在“家园”展区对

面，两个展区遥相呼应。这里有特

别的小型木偶戏，有天眼 FAST 的

模型及其反射面实物，也是难得一

见。

18日中午 12:30 前后，随着预

约下午场次的观众陆续检票入馆，

馆内人数达到 3000 人，触发了瞬

时客流预警，馆方按照规定在主入

口处及时采取了限流措施。

虽然大家对天文馆的热情很

高，不过，在此依然建议大家，尽量

错峰参观。

上海天文馆深夜发公告：两种票暂停销售

25日起每日参观票数调整为 5000张

晨报记者 沙情奕

自 7 月 5 日接受第一场压力测试至今，经历了十几天的预热，已然爆红，频上热搜的上海天文

馆昨天终于正式开门迎客，6000 个人成为首日幸运观众。18 岁小伙子开票当晚卡着时间 41 秒成功

抢购门票，昨天 7 点 38 分第一个到馆，9 点 30 分开馆后第一个入馆……然而他的幸运不止如此。

假如来过这里，上海这座全球最大的天文馆打几个星？

你猜，它在院士眼中什么样？

No.1 公共交通路线

●搭乘地铁出行 搭乘轨交

16号线， 观众可在终点站 “滴水湖

站”下地铁，从3或4号口出站，出站

后步行10-15分钟至上海天文馆。

备注：乘坐大站车，全程仅需46分

钟；而乘坐直达车，全程仅需34分钟。

●乘坐公交车出行 周边公交

线路：申港1路、1009路、1135路、临

港中运量1号线、1043路、1096路、申

港3路等。

No.2 自驾路线与停车场服务

线路一： 中环—华夏高架路—

迎宾高速S1—申嘉湖高速S32—两

港公路—临港大道—环湖北三路

线路二： 外环S20—沪芦高速

S2—申港大道—环湖西（北）三路

天文馆社会停车场： 本馆设有

室外停车场，合计车位169个（含无

障碍车位、普通车位）。

再次提醒：停车位有限，建议搭

乘公共交通工具绿色出行！

●参观路线

上海天文馆分家园、宇宙、征程

三大展区，还有中华问天、好奇星球

两个特色展区，岔路不多，跟随小程

序上的导览或者指示牌都可以玩

到。进馆可以先领一份参观指南，指

南上有具体的票务信息， 部分展项

表演时间。

●馆方提供了四条针对不同人群的

游览路线：

1、适合小伙伴们的“嗨翻星伙伴”。

2、适合情侣、热爱艺术者的“星空浪

漫行”。

3、 适合亲子家庭的 “宇宙亲子

游”。

4、适合独自参观的“天文独行侠”。

天文馆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临港大道 380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