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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9天，俄罗斯宇航员创造了新的累计太空停留纪录

879 天，俄罗斯宇航员创造了新的累计太空

停留纪录。

随着俄罗斯“联盟 TMA－16M”载人飞船在

本月 12 日成功返回地面，俄罗斯宇航员根纳

季·帕达尔卡以 879天的太空飞行总时间成为在

太空停留最久的宇航员。

五次太空飞行、打破世界纪录，对 57岁的帕

达尔卡来说，他已然成为世界太空行走方面经验

最丰富的宇航员。在接受英国《卫报》采访时帕

达尔卡表示，还想尝试在太空中停留 1000 天的

目标。

在太空停留更长时间，是航天科技的不懈追

求，追求有一天人类可以跨出地球走向宇宙，探

知更广阔的寰宇星球。

太空飞行太空飞行
会留下怎样的身体会留下怎样的身体““记录记录””

和帕达尔卡一起在“和平”号空间站工作过

的宇航员尤里·巴特因曾话吐忧伤，“在太空中待

得时间过长会引起脊柱伸长，特别是骨密度下降

的问题，这使得回到地球后很难再适应。对我来

说，克服身体不适并不是难事，最难的是很长一

段时间都会见不到家人”。

航天飞行，失重的自然环境和孤寂的心理状

态是宇航员必须面对的生存现状。中国载人航

天工程航天员系统副总设计师、航天医学基础与

应用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李莹辉在接受科技日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太空飞行就是对人类的一

项严峻挑战，否则也不会把载人航天看得那样

难，将载人航天喻为挑战未知，挑战极限的一项

工程”。

李莹辉介绍：“1G 重力条件下形成的机体结

构与功能和人类作为群居生物这两种属性决定

了人在太空飞行的难度。要知道，失重后生理反

应有可能将身体生理反应向病理反应发展，而且

时间越长风险越高；同时生理和心理二者还会相

互影响。”

空间站里的考验
身体不适还不是最严重的

之前，国际空间站通行的轮换周期是半年一

轮换的安排，认为在宇航员心理和生理达到阈值

之前进行调整，这样比较科学。

可 是 ，如 果 关 注 航 天 科 技 的 消 息 你 会 发

现，俄罗斯宇航员单次太空停留时间会更长

一些。

“和平”号空间站的俄罗斯宇航员经常执行

任务长达一年的时间。到现在，太空连续停留时

间最长的纪录也是俄罗斯宇航员、医学博士波利

亚科夫创造的 437天，其目的之一就是研究宇航

员长时间太空停留的生理、心理变化，以更有效

地延长人类的太空飞行。

而在 2015年 3月，国际空间站通行的轮换周

期已经由半年变为一年。

停留时间还要更长
国际空间站轮换周期延长为一年

“ 太 空 飞 行 对 航 天 员 生 理 方 面 的 影 响 是

有时序性的，随着时间的延长，涉及的生理系

统 会 逐 渐 增 多 。 如 果 短 期 飞 行 1 个 月 左 右 ，

主 要 是 体 液 头 向 分 布 导 致 心 血 管 的 功 能 障

碍；随着时间的延长，慢慢会出现肌肉萎缩、

骨流失；接着在时间与微重力、高任务负荷压

力等因素的影响下，还可能导致免疫和内分

泌系统的问题。它会涉及生理系统的方方面

面。”李莹辉说。

医学研究表明，失重所导致的骨流失随飞行

时间的延长而持续进行，会造成两个后果：骨质

疏松和增大发生肾结石的可能。李莹辉解释，骨

流失是人体适应微重力环境的的一种生理过程，

而骨质疏松症是一种病理现象。失重下从骨矿

盐密度降低到骨小量结构变化，是从生理变化转

化成病理变化的过程。

时间越长问题越多

“未来技术的发展方向是能够让更多的普通

人到达太空，可靠又便宜的太空往返系统是宇航

建设的目标。”庞之浩说，目前的一个想法是研制

“太空天梯”，另一个距离更远的想法则是研制

“太空旅馆”。

“太空船 2 号”是近期可见的面向大众服

务的太空旅游 项 目 。 2014 年 ，它 在 美 国 西 南

部莫哈韦沙漠测试飞行时坠毁，但是之前的

运 行 非 常 顺 利 。 庞 之 浩 表 示 ，如 果 投 入 使

用 ，费 用 相 对 要 便 宜 很 多 ，刚开始可能在 20

万 美 元 ，大 面 积 开 展 后 ，可 能 只 需 10 万 美

元 。“ 存 在 的 缺 陷 就 是 旅 行 时 间 短 ，只 有 2 个

半 小 时—— 可 以 看 到 美 丽 的 地 球、享 受 几 分

钟的失重过程。”

在庞之浩看来，真正面向大众的捷径是太空

天梯的项目，至少是可以预见的真正能降低费用

的项目。

他推测，未来人类移民太空的方法主要有

两种，一个是建立太空城——具有科学幻想性

质，即建立一个超大型的空间站，其建材基地

需设在月球上，因为月球的引力只有地球的 1/

6，且资源丰富，所以从那里就地取材和运输成

本低。第二个是将火星改造成人类第二个家

园，通过核弹的办法提高火星的温度等等，而

要真正实现，按照目前技术发展的速度可能还

需要 800 年。

步入太空你准备好了吗
普通人进入太空的“两种方法”

■趣图

从国际空间站这样的制高点上俯瞰地球将是一种独特的体验。

而就在最近，国际空间站上的宇航员们拍摄的一组照片更是生动地表

现了从轨道上观察时，地球，以及地球上一切事物显得多么渺小。

这张照片拍摄于地球上空大约 400 公里的轨道上，可以看到一

架飞机正飞行在巴哈马群岛中的大埃克苏马岛上空。这架飞机看上

去是如此之小，以至于你必须将照片放大之后才能找到它在蓝色洋

面背景上隐约呈现出的白色轮廓。

当然这架飞机并非拍摄这组照片的主要目的。相反，宇航员们

想要拍摄的是巴哈马群岛中连绵一片的美丽沙洲，潮汐冲刷在这些

小岛屿之间切割出断续的形态，非常美丽。

根据美国宇航局的说法，这片区域是国际空间站上的宇航员们

在拍摄地球照片时最情有独钟的对象。在这张图像中，这片断断续

续的沙洲绵延超过 14.24公里，从大埃克苏马岛一直向西延伸。

美国宇航局表示：“埃克苏马岛以距离巴哈马主岛遥远而著称，

这里有许多私人拥有的沙岛，这些小岛上过去曾经是海盗的天下。”

由于在太空失重环境下宇航员的手能够更好更稳定地持有相机设

备，这些图像非常清晰，甚至可以看到一家飞机后面留下的两道机尾

云。在近岸边微小的潮汐涨落导致每天都有海水从沙洲之间狭窄的

水道来回流过，从而形成如此奇特的地形景观。

在这些水道中，颜色呈现深蓝色的是其中水深较深的部分，在这

些部分水流已经向下切割到下方基岩岩层，而相比之下其周围的海

水水深就要浅得多，一般不超过 25米，并显示一种浅蓝色。

具体是哪一位宇航员拍摄了这张照片目前还尚不确定，这名宇

航员在 7月 19日利用一台尼康 D4相机加配 1150毫米镜头拍摄了这

张照片。但如果从我们地球上的视角来看，显得渺小不堪的就变成

了国际空间站本身了。

就在今年早些时候，一名澳大利亚摄影师曾经拍摄到一组非常

经典的照片，展示国际空间站从月球前方经过的场景。

（据新浪科技）

看，飞机！

宇航员国际空间站拍飞机

而面对中长期太空飞行中出现的生理影响，

针对不同问题，宇航员可通过物理防护、及时锻

炼以及服用药物进行调整。

比如刚进入太空，处于急性适应期，这时的

主要问题是体液头向分布，一般采取将套袋系在

腿上，防止体液快速向头部转移。而随着进入相

对稳定期，就会采用“企鹅服”、自行车功量计、跑

台等防护措施。据介绍，“企鹅服”是一个失重对

抗防护的设备，里面有很多弹性袋，像地面上做

运动的拉力器，航天员穿上后通过弹性力的作

用，使肌肉得到紧张，避免肌肉萎缩。通过航天

员主动、被动的锻炼刺激，保持他的心血管功能，

保持骨骼、肌肉运动系统的能力。

不过，按照NASA对宇航员的防护要求，在采

取防护措施的情况下，宇航员的骨密度减少不低

于两个标准差（骨流失总量在 20%左右），这个量

比骨质疏松症要略微低一点。李莹辉解释说，防

护的目标是把它尽可能的控制在生理范围，以期

不发生病理变化。骨质疏松的发生不会像心血管

和肌肉萎缩一样，回到地球之后通过再适应，能够

较快恢复。它的恢复进程会非常的长而缓慢，并

且很难恢复到正常水平，但并不意味着不可逆。

骨流失恢复过程长且缓慢

“这一变化的根据是载人航天工程技术的不

断发展与人类自我认识的不断加深相结合而确

定的。”李莹辉告诉科技日报记者，“这个改变，首

先与工程技术有关，因为轨道上的条件、飞行器

的条件越来越好、提供的保障宇航员健康的手段

越来越多、长保质期的补给能力越来越强，从工

程上可以支持宇航员待一年的时间。”

“第二是人对自身的认识。国际空间站从

1998 年开始建设到 2011 年建设完成，到现在已

经飞了十多年。每次都有三个人待六个月的乘

组，这对人类认识自身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从

人自身的适应能力来看，可以将六个月的停留

时间延长。”李莹辉解释说，而在国际空间站常

规六个月的飞行任务之前，“和平”号空间站也

积累了一些经验。所以，飞行六个月或是更长

时间，不光是依靠人的生理条件，而是与载人

飞行器的能力也有关。总的来说，是工程和人

相结合而确定。

航天专家、《国际太空》杂志执行主编庞之

浩提出另一项客观原因，“美国向俄罗斯购买

宇宙飞船的船位，一个来回要 7000 万美元，相

当于一张船票就得 7000 万美元。”他指出，选择

一年一轮换的方式，一个目的性的原因是“节

省费用”。

工程技术更成熟使任务期延长

步入太空，技术进步的同时，必然对人体素

质提出了要求。

担任中国空间学会空间生命专业委员会常

务副主任委员的李莹辉告诉记者，“首先的要求

应该是心理层面，因为载人航天不管是移民也

好，还是外太空探索也好，都是跨出了人类进化、

发展、赖以生存的地球空间，必需要做好充分的

心理准备”。

第二是生理问题。走出地球，进入深空，

就意味着没有了地球大气层的保护，辐射则

首先要进行防护。从目前来看，人类本身还

无法通过自身的能力去面对大剂量的、突然

的太阳粒子爆发事件。所以人类需要舱室或

者掩体的保护才可以生存。第三就是生理对

重力环境的适应问题，也是人类必须要适应

的挑战。

跨出“摇篮”首先要做好心理准备

科技日报讯 （记者王婷婷）日前，由中

国标准化研究院研究编写的《铜铝电缆全生

命周期环境评估报告》在京发布。该报告研

究目的在于科学、客观地评价铝合金电缆和

铜电缆在全生命周期过程中对环境的主要

影响，从而为电力电缆行业的产业政策制定

提供数据支持。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的陈亮博士在该报

告分享会上介绍，本次研究从原材料获取、

产品制造、产品使用、运输和废弃处置这 5

个 阶 段 作 为 两 种 电 缆 的 系 统 边 界 ，采 用

CML2001 以及 EI99 的评价指标体系，评估

铝合金电缆和铜电缆对全球变暖、酸化、富

营养化潜能、人类毒性潜能、能源消耗的影

响。其中，产品使用阶段对环境的影响是占

比最高的，达 98%以上。从研究显示，铜电

缆在使用阶段对环境的影响小于铝合金电

缆对环境的影响。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

看，铜可以进行 100%回收再利用。更值得

一提的是，相较于原生铜，再生铜对环境的

影响相对减少。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表示，他们还将进一

步对“铜铝电缆全生命周期环境评估”中所

涉及的系统边界、环境影响类型以及数据进

行研究，将在完成后向业内公布最新发现。

另一方面，来自江西铜业的吴育能副

总经理为参会嘉宾分享了江西铜业在铜生

产过程中，为节能减排与环境保护方面所

做出的努力。他强调：“铜工业企业只要坚

持环保优先、绿色发展理念，通过建立能源

管理体系，不断增加环保投入，提高资源综

合利用水平，加大节能技术的开发和推广

应用，继续发展循环经济，就一定能最大限

度地降低和减少对环境的破坏，为社会提

供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产品，实现人与自然

的和谐共生。”

铜铝电缆全生命周期环评报告发布

科技日报讯（记者滕继濮）9月23日，人

类疾病动物模型资源中心成立仪式暨国际复

杂性状小鼠遗传资源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来

自中国医学科学院、西澳大利亚大学、美国德克

萨斯农工大学、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中国科学

院等科研院所的50余位专家出席会议。

会议现场，人类疾病动物模型资源中心

及小鼠复杂性状遗传资源的依托单位、中国

医学科学院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专家向与

会人员介绍了人类疾病动物模型资源中心

的成立背景、资源现状。医科院实验动物研

究所秦川所长和西澳大利亚大学糖尿病研

究中心主任 Grant 教授签署合作协议，意味

着小鼠复杂性状遗传资源中心在国内落户。

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詹启敏院士表

示，实验动物所的人类疾病动物模型资源在

支撑医学基础研究、成果转化中做出了重要

贡献，尤其是其中的传染病动物资源，支持

了我国传染病重大专项的实施，并对中心未

来的发展提出了期望。

秦川表示，将以人类疾病动物模型资源

中心成立和国际小鼠复杂性状遗传资源引进

为契机，研究所将围绕资源保种和共享进一

步完善管理机制、落实保障措施、形成共享网

络，进一步提升对精准医疗、医学创新研究和

成果转化方的支撑能力。成立仪式之后，举

行了国际复杂性状小鼠遗传资源研讨会。

人类疾病动物模型资源中心成立

科技日报讯 （记者胡唯元）“金沙古酒

杯”2015 中国·贵州金沙首届亚洲山地竞速

挑战赛 9 月 20 日在贵州省金沙县后山乡闭

幕。本次比赛共有来自韩国、日本、尼泊尔、

哈萨克斯坦、俄罗斯、阿塞拜疆、越南、中国

香港、中华台北等国家和地区以及中国大陆

近 20 个省市的 30 余支队伍 300 多名运动

员、教练员和裁判员参加。

本次比赛共历时两天，比赛路线位于毕

节市金沙县后山乡体育旅游户外休闲基地，

比赛路线以后山乡为中心向外辐射，项目设

置为升降赛和接力赛。升降赛累积上升海

拔约 1600 米，路线长度 52.3 公里；接力赛长

度 10 公里，5 名运动员分别完成一圈 10 公

里的环形路线。比赛线路经过了乌江画廊、

悬崖栈道、盐茶古道和乡村古镇，景色美不

胜收。

2013、2014 年贵州金沙已连续举办了

两届全国山地竞速挑战赛，本次比赛由国家

体育总局登山运动管理中心、中国登山运动

协会、贵州省体育局、毕节市人民政府主办。

亚洲山地竞速挑战赛落幕

科技日报讯（舒郁仁）日前，备受关注

的蒙古国乌兰巴托—呼席格宏迪新国际机

场公路项目招标尘埃落定，中国中铁四局凭

借着强劲的企业实力和良好的工程业绩一

举中标。这也是中铁四局继承建蒙古国第

二公路并获得该国建筑最高奖后的又一个

代表蒙古国最高建设水准的重点工程项目。

据了解，乌兰巴托—呼席格宏迪新国际

机场项目位于蒙古国中央省格楞县境内的

呼席格宏迪，距首都乌兰巴托约50公里。该

公路为蒙古国第一条高等级公路，线路起点

为雅尔马格收费站，终点为呼席格宏迪国际

机场相接处。设计为双向 6 车道高等级公

路，速度为最低 80 公里/小时。工程施工内

容主要包括路基土石方、沥青混凝土路面、

桥涵、边坡防护、排水、标志标线、通信、护栏、

绿化、收费站等分部分项工程。

作为国内高速公路建设王牌军的中铁

四局，拥有国内一流的公路施工技术和人

才队伍，在施工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公路

施工经验，先后承建了京沪、京广、沪蓉等

高速公路。所建工程中，先后有 19 项获得

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国家优质工程），23

项获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19 项被评为

全国用户满意工程奖。2001 年至 2005 年，

还曾在蒙古国承建了第二公路那拉赫至乔

伊尔段工程。该条公路通车后经过十年的

运营使用，被当地政府和人民评价为蒙古

国路面质量最好的公路之一，并获评为蒙

古国建筑最高奖“珍珠奖”。

中国企业中标承建蒙古国首条高等级公路项目

题图：当 地 时 间
2015 年 9 月 12 日，哈
萨克斯坦阿斯塔纳，当
日三名国际空间站宇
航员搭乘俄罗斯“联盟
TMA-16M”飞船返回地
球，成功在哈萨克斯坦
境内着陆，出席欢迎仪
式，中间为根纳季·帕
达尔卡。

左图：国际空间站
(ISS) 宇 航 员 Scott
Kelly 在 社 交 网 站 透
露：上周末，在空间站
的宇航员们一起提前
看了雷德利·斯科特导
演的新科幻片《火星救
援》。这是一场在空间
站举行的电影首映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