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嫦娥四号完成首次月面生物实验
月面长出第1株嫩芽

期待月球长出
第一片绿叶

有望成为月球上的第一片绿叶

此次在月球上进行的生物科普试验选择了棉花、油菜、土豆、拟
南芥、酵母和果蝇六种生物作为样本，将它们的种子和虫卵带到月球
上进行培育。最新传回的图片显示，棉花的嫩芽长势良好，这是在经
历月球低重力、强辐射、高温差等严峻环境考验后，在月球上长出的
第一株植物嫩芽，实现了人类首次月面的生物生长培育实验。

据了解，此次科普试验的生物物种筛选有着非常严苛的要求。由
于载荷大小有限，要求里面的动植物不能占用过多空间。因此首要条
件就是“个子小”。同时，还要能够适应月球表面的极端条件，要求动
植物能耐高温、耐冻，并且能抗辐射和抗干扰。

后续，这株成功培育出的植物嫩芽还将继续生长，有望成为月球
上的第一片绿叶。

1月15日，嫦娥
四号上搭载的生物
科普试验载荷发布
了最新试验照片，照
片显示试验搭载的
棉花种子已经长出
了嫩芽，这也标志着
嫦娥四号完成了人
类在月面进行的首
次生物实验。

传说，月亮上有嫦娥、吴刚、玉兔和
桂花。 如今， 一批真正的生命已登陆月
球。最近，科普载荷“月面微型生态圈”作
为一位特殊的乘客， 搭乘嫦娥四号登陆
月球表面，展开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旅行。

这次的“奔月先锋小分队”队员，最
终确定为棉花、油菜、土豆、拟南芥、酵母
菌、果蝇六种生物。这些生物为何如此幸
运，能够成为首批“奔月先锋小分队”队
员呢？

“月面微型生态圈”总设计师谢更新
曾对媒体解释，此前，他们已经进行过上
千次筛选。因为载荷里资源有限，就要求
里面的动植物不能占用过多空间。 哪些
动植物能登上月球，首要条件就是“个子
小”。其次，由于月球上没有大气传递热
量，昼夜温差大，在太空舱内温度控制在
30℃到-60℃， 载荷内温度控制在最低
-10℃， 因此要求动植物能耐高温、耐
冻，而且能抗辐射和抗干扰。

谢更新说， 土豆是大家熟悉的食
物，很有可能是以后太空的主食。这次
选择的土豆是特别培育的“小个子”品
种。拟南芥开花周期短，从发芽到开花
只需1个月，是很好的实验用模式植物，
因此把在月球开出第一朵花的任务交
给了它。

而酵母菌在有氧环境下进行有氧呼
吸，氧气含量较低时又进行厌氧呼吸，能
在方寸之间调节氧气的浓度。

本来，“微型生态圈” 里原定的动物
界旅客， 是已经在神舟飞船上露面过的
“蚕宝宝”，但是，最终果蝇代替了蚕宝宝
登月。至于为什么会发生这个“替补队员
上场”的状况呢？这一点，嗷夜哥也是不
太清楚。 不过有分析称， 果蝇也是一个
“基因组清晰”的动物，也是生物实验的
“常客”，这次随着生物圈登月，估计也是
为了求稳。

此次随着嫦娥四号“奔月”的生物科
普试验载荷“月面微型生态圈”，其实是
一个奶粉罐大小的特殊罐子，高18厘米、
直径16厘米，由铝合金制成，重量为3公
斤，看起来像个小型热水壶。除了植物种
子、虫卵、营养液、水、空气等必备要素
外，这个“乾坤”罐里还放了两架照相机。
别看它个头小， 成本造价却在千万元以
上，单里面相机就达60万元。包括抗高低
压的电池、 抗辐射抗低温的镜头在内的
40多个主要零部件， 都体现了现今中国
最尖端的技术。

那它是怎么工作的呢？ 在发射到落
月前的阶段， 温控设备会把载荷内部控
制在一个较低的温度， 土壤也会保持干
燥，使植物种子和虫卵处于休眠状态。而
当嫦娥四号在月球表面着陆， 太阳能帆
板正常打开之后， 温控系统将把载荷中
的“土壤”和空气调整到合适的温度，并
向土壤中放水，刺激植物发芽。

在植物生长的过程中， 传导进载荷
内部的太阳光将会起到促进光合作用的
功能， 光合作用中产生的氧气可以用于
供给动植物及微生物的呼吸过程。 在植
物生长中产生的枯枝败叶， 又可以被微

生物分解掉。 而微生物和它的代谢产物
也可以成为蛆宝宝出生后的食物来源。

在这个过程中，微生物和蛆宝宝（以
及长大后的果蝇） 也会不断通过呼吸作
用放出二氧化碳， 反过来又能为植物的
光合作用提供原料。动物，植物和微生物
的发育生长构成了一个微小的闭环体
系。

“这次实验主要是想观察月球上的
光合作用，并向人们进行科普。”谢更新
介绍，通过“月面微型生态圈”观察低重
力、强辐射条件下植物的种子发芽、幼苗
生长和开花的全过程，或幼虫成长发育，
验证月球环境下种子的呼吸作用和植物
的光合作用。

■综合新华社、华西都市报、中国科
学报、科技日报等

“乾坤”罐三公斤重 造价达上千万元

2018年苏宁全年开店8000多家，若以开店速度论，这是零售史上
一个崭新的纪录。然而作为苏宁掌门人的张近东并不满足于此，在1月
15日上午召开的苏宁控股集团2019年春季工作部署会上，他一边将公
司今年开店目标大幅加码至15000家，同时提出“极智”发展的要求。

“通过去年8000多家店的开设， 我们已经建立了信心， 积累了经
验。”张近东表示，2019年，苏宁要将这一势头延续下去，基于“两大、两
小、多专”的店面类型组合，通过“租建并购联”多种方式，不断优化完善
店面模型，提升开发建设速度，实现全年15000家新开门店的布局。

作为苏宁大开发战略中的两个排头兵，苏宁小店和苏宁零售云依
然将承担其攻城略地的主要任务。

2019年，苏宁提出“极智”发展的要求。要将零售核心能力模块
化、产品化、技术化和规则化，全面利用AI技术，着重打造采购、运营、
服务、风控4个智能引擎，最终打造一个支撑智慧零售持续发展的大
中台体系，即“智慧零售CPU”，进而推动管理模式优化、业务运作优化
和业务发展提速，对内对外实现资源能力的充分共享、小团队灵活运
作，减少对人的依赖，提供智能化、统一化的资源和风险管理。

比如， 苏宁零售云承载着向县镇市场赋能输出的重任，2019年，
苏宁零售云就要通过与中台系统的链接，进一步强化能力输出、优化
经营模式、提升服务质量，努力把以加盟模式运行的零售云门店打造
成苏宁在农村市场发展的金字招牌。 经济信息

苏宁大开发加码：今年开店15000家
2019年苏宁打造“智慧零售CPU”

登月的动物界旅客由“蚕宝宝”变成了果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