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11月10日讯 今日
上午， 长沙市召开学习邓悦
同志先进事迹座谈会。

座谈会上， 长沙市委副
书记张迎龙为其颁发了“优
秀共产党员”荣誉证书。长沙
市委常委、 组织部长程水泉
宣读《中共长沙市委关于追
授邓悦同志为“优秀共产党
员”称号的决定》。

9月13日上午9时， 东山
街道党工委委员、 街道办事
处副主任邓悦同志， 因积劳
成疾、肝癌晚期医治无效，长
辞人世，享年41岁。
■记者曾力力实习生胡珈玮

本报11月10日讯 他永
远地离开了心爱的方向盘，却
给很多人指明了人生的方向。

他是唐迪生， 株洲T2路
公交车司机。上周五，在驾车
运营中， 他突发心肌梗死。在
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完成了靠
边停车、疏导乘客、报告处置
等一系列动作。

他的敬业事迹温热了初
冬的株洲。今天，一座城都在
为他送行。

11月7日早8点左右，唐迪
生驾车从株洲车辆厂开往神
农城广场。随车的监控录像记
录下了他生前的工作画面：

8点30分， 唐迪生面露难
色，用衣袖擦拭脸上的汗珠。他
把车辆靠边停稳后，打开车门，
并向乘客解释：“大家请等一
下，我实在受不了了。”随后，他
扶着驾驶室旁的栏杆下车，拨
打电话向公司汇报情况;

8点38分，唐再次登车组
织60余名乘客有序下车换
乘，此时他的声音已很微弱;

8点42分，最后一名乘客
离开车厢， 唐迪生关紧车门，
用手扶着头趴在方向盘上;
�������10点22分， 年仅40岁的
唐迪生因抢救无效离世，病因
是急性心肌梗死。

今天一大早，近500名市民
自发赶到了株洲市殡仪馆，竖
起“向最美驾驶员唐迪生学习
致敬”的横幅。

株洲市民涌上街头为唐
迪生募捐，共汇集善款11.1万
余元。目前，湖南省总工会已
追授唐迪生“省五一劳动奖
章”。 ■记者 李永亮

通讯员 郭力嘉 殷滋
实习生 魏青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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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声重点·动物飞天A13

50年前，许多动物先于人类被送入太空，成了探索太空的真正先驱。如
今，“动物航天员培养基地”落户湖南，更多动物将在模拟太空环境的实验
室进行活动，为航天、军事、创新药物研究提供平台。核心提示

本报11月10日讯 记者从湖南科技
厅得知， 日前省实验动物中心与中国航天
员中心就建设动物行为学研发实验室正式
签订合同。预计在明年上半年，该中心将正
式投入使用。

届时， 该中心将培养一批灵长类的动
物，在模拟太空环境的实验室进行活动。未
来，该中心将以此为基础，为航天、军事、创
新药物研究提供平台。

长沙将有大型“动物航天员”实验中心

中国航天员中心是世界第三个航天员
中心，被誉为“中国航天员成长的摇篮”。

省实验动物中心位于长沙国家生
物产业基地内，是集实验动物与动物实
验研究为一体、专业从事新药筛选与评
价的公共服务平台，是湖南惟一的省级
动物实验中心。 该中心正在建立一个
4000平方米国际领先的动物行为学研
究实验室。

为航天员治疗“空间运动病”

据介绍，由于地面和太空环境差异大，
即使经过严格选拔和特殊训练，70%的航
天员进入太空之后， 仍会产生空间定向失
常、方位感缺失、恶心、嗜睡等症状，这叫
“空间运动病”。

省实验动物中心主任陈志高告诉记
者，科研人员不断研发药物缓解“空间运动
病”，包括抗抑郁、抗精神类药物的创新、应
用。“这些行为学研究所取得的成果需要一
个平台转换。”湖南省实验动物中心就是这
样一个平台，它将构建“湖南省精神、神经
药物创新孵化基地”。 ■记者 杨艳

“动物航天员”入湘受训游“太空”
明年，省实验动物中心将有特殊实验室，受训动物可帮人克服“空间运动病”

人类到未知的太空去探险，是带有极大风险
的。为了减少风险，人类想到了用动物打头阵、做
尖兵。 这样，太空中就出现了“动物航天员”，尽管
它们很少被人关注，但它们的功绩已载入了人类
的航天史册。

每只动物必须取得实验动物合
格证书，不得携带传染性病毒，这些
都是最基本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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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动物航天员”曾入太空 他倒在方向盘上
一座城为他送行
株洲“最美”公交司机
被追授“省五一劳动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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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追授邓悦
为“优秀共产党员”

解读

为太空旅行积累经验
拟挑选被驯化的猴子

Q
（省实验动物中心主任 陈志高）

为航天中心提供动物， 听起来
“高大上”，它们会是什么样的动物？

A 一般是灵长类的动物， 比如猴
子。很明显，被实验的动物越接近人
类越好。

Q 猴子从哪里来呢？是自己养，还
是从外引进？ 什么样的猴子才能参
与实验？

A 不是自己养。 猴子一般从云南
等地购进，而且不能是野生的猴子。
能进入实验中心参与行为学实验的
猴子都会在之前驯化，能听懂指挥。

俄罗斯狗莱卡在1957年搭乘苏联的“史
泼尼克2”号卫星进入轨道，成为第一只进入
轨道的动物。 但是它也为这次太空探索付出了
生命代价，由于这个项目并不知道如何才能重新
收回该卫星，莱卡在进入轨道几小时后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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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5月28日，猕猴艾布尔和松鼠猴贝克尔
搭乘美国“朱庇特”(jupiter)导弹升到距离地面300
英里(482.80公里)的高空。它们呆在火箭最前端，
最终安全返回地球， 不过医生在给艾布尔摘除一
个电极时，由于麻醉导致它在几天后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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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只名叫萨姆小姐的猕猴是美国宇航局的
一只最主要的实验猴。 它替代宇航员测试一个
逃生装置。1960年1月21日， 它搭乘一个太空舱
发射升空，升到距离地面9英里的地方后，太空
舱坠入大西洋。 这张照片显示的是身穿太空服
的萨姆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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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美国宇航局把第一只黑猩猩哈姆送
入太空。 虽然实际飞行高度比原计划高42英里
(67.59公里 )， 时速比原计划快 1500英里 /时
(2414.01公里/时)，但是哈姆表示很好，它最终安
全返回地球， 只出现了脱水和轻微的疲乏等现
象。 这张图片显示的是它被从大西洋上救起后，
正舒服地在一艘救生船的甲板上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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