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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嫦娥四号” 探测器试验队队旗及载人航天器发射任务队徽入藏国博。4月25日，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长王春法
（左）和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院长张洪太（右）展示载人航天器发射任务队徽。 新华社 图

“80”后院士勉励90后：
航天前途属你们

本报4月25日讯“航天的
前途是你们的， 星辰大海的前
途是你们的。”今天，由中国宇
航学会、 湖南省教育厅联合主
办的“青聚湘江”———2019年中
国宇航学会青年专家论坛在湖
南大学举行。 航天青年人才及
湖南大学师生共200余人参加。

神舟号飞船首任总设计师
戚发轫院士勉励学生：“我已经
是‘80’后了，未来航天事业的
发展要靠新一代的你们来接
力。”
■记者 刘镇东 通讯员 蒋鼎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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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多了，会发生拥堵，太空
也一样。但不同的是，地面的交
通事故可以及时清理。太空如果
发生了撞击，产生的碎片可没那
么容易清除。

怎么办？ 这个问题需要可持
续性的探讨。4月25日， 在2019
年“中国航天日”航天标准专业
分论坛上，记者了解了这个有趣
的航天领域问题。

太空会饱和，会堵塞

现在太空的状态怎么样？国
家航天局空间碎片监测与应用中
心副主任刘静分享了一组数据。

碎片可按照危害程度以尺
寸分类。10厘米以上的大碎片，
如果撞击到航天器的话，会直接
造成航天器解体；1厘米到10厘
米之间的中碎片， 很难被监测
到，撞击到航天器会造成部分功
能的损失或失效。

与此同时，小卫星的发射数
量明显增加。2010发射小卫星
数量仅占全部卫星比例的19%，
但到 2017年， 这一比例达到
69%。未来规划发射的大型星座
卫星数量超过10000颗。“也就
是说，太空和马路一样，是会堵
塞和饱和的。” 刘静说。

一堵就会撞车。 在太空中，
一个拳头大小的碎片撞击到航
天器，相当于地面上一辆小汽车
百码速度的撞击。2013年，厄瓜
多尔立方体卫星飞马座与1985

年发射的苏联火箭残骸相撞，导
致卫星寿命终结。

重要的是， 还会对地面造成
严重威胁。2014年，俄罗斯的火箭
残骸掉落到黑龙江齐齐哈尔区
域。刘静介绍，每年约400个空间
碎片再入大气层。 其中会有部分
经大气层未被烧毁，陨落到地面。

我国发射“遨龙一号”
可抓捕空间碎片

清理太空可不比清扫地面，
不仅难度大，而且成本高。

现在国际上已有的清理方
法是激光清除、等离子数清除以
及吸附的方法，这些还在技术层
面，成本也非常高，实用层面还
存在一定困难。

刘静介绍，2016年，我国发
射了一颗“遨龙一号”卫星，通过
在太空中伸出一只机械“手臂”，
对空间碎片进行抓捕，取得了较
好的效果， 这在国际上是首例。
这一航天上的“中国制造” 让人
们看到了清理太空垃圾的希望。

“所以现在要制定规则，减
缓这些碎片的产生，把一些重要
的轨道清理出来，让以后的航天
活动可持续发展。” 出席本次航
天标准化专业分论坛的江海，是
国家航天局空间碎片监测与应用
中心的一员。他的工作是监测4万
公里以内的空间碎片运动， 业余
爱好是观测几百到上万光年的星
团。 ■记者 陆薇 刘燕娟

经历4个月昼
载荷环控系统运转正常

这次随嫦娥四号升空的生
物科普试验载荷，是人类首次在
月球开展生物试验。

这个罐子就相当于一个试
验室，重3公斤，里面放了棉花、
油菜、土豆、拟南芥、酵母和果蝇
6种生物， 设计的试验周期为一
个月昼。

罐子开机工作9天后载荷开
始关机， 传回的照片确认棉花种
子长出嫩叶。“因为棉花种子的布
局位置， 刚好是相机拍摄的最佳
点，而且一开机的温度达到31℃。
一般来说，在这个温度下，只有棉
花 容 易 发 芽 ， 其 他 都 是 在
15-20℃。”谢更新说，所以现在能
够确认的是，棉花100%发芽了。

那么其他生物呢？谢更新介
绍，因为重量和控制数据等条件
的限制，这次没有带生命监测传
感器， 无法确认果蝇是否孵化，
酵母是否活跃， 但可以肯定的
是，嫩叶很顽强。目前已经历了4
个月昼，从观测情况来看，载荷
环控系统运转正常，有关生物生
长情况，会适时向全球发布。

生长情况，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在月球上种植植物，可不是
一件简单的事，没有空气，没有
水，还要经历高真空、宽温差、高
辐射、强光照的环境考验。

在第一个月昼之后，经过了

近16天月夜，在-50℃的温度下
冻完之后，研究人员通过对比试
验， 发现了一些很有意思的现
象。

“在月球上的生长速度、方
向、形态，衰老程度等，跟地面差
别很大。”谢更新说，具体什么原
因正在研究。 但通过这次试验，
能促进我们提出一些前沿的科
学问题和需求，从而激发我开展
研究。我们从宇宙这个尺度去研
究生命健康和生命生长等问题，
可能会影响人类在地球对生命
的运动规律产生新的认识。

此次“上天”的物种都是航天
员要用的必需品， 比如马铃薯，
就很有可能是以后太空的主食，
对于今后在月球上的生存和开
展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

激发年轻人科学探索热情

这个人类“首次”的试验，也
让谢更新成了“红人”，已经面向
青少年开展6场公益科普报告，
学生们非常感兴趣， 场场爆满。
“很多年轻人非常感兴趣， 提出
的问题也很专业， 并具有启发
性。”

谢更新说，一个国家今后是
否强大，有没有差距，就是看年
轻人。这次试验，激发了广大青
少年科学探索的热情和爱国主
义情怀，关心科学、关心宇宙，关
心我们生活的环境，不断提高民
族的科学素养，让更多的年轻人
接力“航天梦”。

走，免费看神舟
十一号返回舱去

本报4月25日讯 对航空
航天感兴趣的市民， 有一个长
见识的好去处了。4月23日至
29日，“航天放飞中国梦”———
纪念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中国航
天成就展在湖南国际会展中心
举办， 包括神舟十一号返回舱
实物、神舟降落伞实物、“飞天”
舱外航天服实物等在内的61件
珍贵科普展品亮相展会， 市民
可持身份证免费观展。

本次展览由中国宇航学
会、中国航天基金会主办，展览
面积约11000平方米。其中，科
普展区面积近4000余平方米。

互动体验是科普区的一大
亮点， 公众可以近距离观看长
征二号F火箭的模拟发射，一大
批以VR、AR、3D和触屏等先
进技术手段为核心的互动展品
也将为大家带来一场高科技科
普盛宴。 ■记者 潘显璇

生物科普试验载荷总设计师谢更新介绍月面上生物生长的最新情况

假如有机会去月球，咱吃什么？
“民以食为天”，不管走到哪，这句话都是真理。那

么问题来了，今后万一我们有机会去月球，吃什么？嫦
娥四号上搭载的首次月面生物试验，或许能给出答案。

4月25日，正在长沙参加中国航天日大会的嫦娥四
号生物科普试验载荷总设计师、 教育部深空探测联合
研究中心副主任谢更新，接受了记者采
访， 介绍了月面上生物生长的最新情
况。 ■记者 刘燕娟

太空中拳头大小碎片的撞击，相当于小汽车百码速度撞过去

太空也会堵塞，垃圾如何清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