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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记者 都 芃

4月24日，我们将迎来第8个中国航天日。

近年来，我国航天事业取得飞速发展

和进步，从“嫦娥”奔月到“天问”探火、从

“北斗”造福人类到“天宫”开门纳客，中

国航天用一项项科学技术创新突破着人

类探索宇宙的边界。

不过，当我们暂时离开浩瀚星空、看向身

边，可能会发现其实诸多“高大上”的航天科技

早已经“下凡”来到你我中间，它们正在多个领

域大展身手，悄悄改变着我们的日常生活。

美味安全的太空果
蔬走上百姓餐桌

味美多汁的“航西瓜”“航甜瓜”，有着可爱

名字的水果黄瓜“航瓜玉妮”……这些名字前带

有“航”字的果蔬品种通常有一个共同的育种来

源——太空。

每到夏季，瓜果蔬菜成熟时，位于北京市通州

区的航天育种核心示范基地都会人流涌动，来自

各地的种植大户、种子经销商穿梭于田间地头，在

科研人员带领下挑选着各自心仪的果蔬品种。

航天育种产业创新联盟秘书长赵辉表示，在

太空特殊环境作用下，种子变异周期缩短、突变

频率增加。相比地球表面环境，太空环境能够促

使种子产生更加丰富的基因突变，为育种科学家

提供更多有益的变异材料，便于培育新品种。

自 1987 年我国首次将水稻、辣椒等农作物

种子送上太空以来，我国已经先后 30 多次通过

返回式卫星或载人航天器把上千种植物种子送

入太空，其中既包括小麦、高粱等粮食种子，也

包括黄瓜、番茄等蔬菜种子，以及甜瓜、樱桃等

水果种子。自中国空间站任务开展以来，神舟

十二号、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先后从太空带回

了千余件（份）作物种子、微生物菌种等航天育

种材料，其中“出差”时间最长的种子在轨飞行

时间达 11个月。

辐射育种是国内外农业领域经常采用的育

种方式，而太空正是一个为种子提供辐射环境

的绝佳场所。而且太空能够提供比地球更加复

杂的辐射环境，其中的宇宙射线、微重力环境等

能够提升植物基因的变异概率，进而使其产生

更加深刻的变化。

安全是航天育种发展始终绕不开的话题，

这些经过太空培育的“美味”足够安全吗？

赵辉表示，物理辐射育种在世界上已经有

近百年的历史，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和国际原

子能机构也早已将航天育种列为物理辐射育种

的一类。有据可查的、经过辐射育种的商品

化品种多达 3300余种。实践证明，它们均

没有食品安全问题。

赵辉进一步解释道，借助太空环境

诱导植物产生性状变异，是植物自身基

因突变的结果，并不涉及外源基因的导

入，“航天育种的安全性是确定的”。

据了解，科学家已经对神舟十二

号载人飞船带回的种子进行了初步

实验。国家植物航天育种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的工作人员经过实验发现，神

舟十二号空间飞行任务对搭载返回的

两份水稻种子已经造成了较显著的生物

学效应，预计将产生可观的可遗传变异。

目前，我国已经培育出 700 余个航天育种

新品系、新品种，其中通过国家或者省级审定的

超过 200个，其年种植面积 3000多万亩，取得了

良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与航天员穿“同款”
服装不再遥不可及

当我们在电视上看到我国航天员在“天宫”

空间站自如生活、工作时，

想必会被他们身上那一套

利落有型的舱内工作服所

吸引。事实上，在我国航

天服研发过程中，诞生

了诸多创新技术，它

们已经被用于大众产

品 中 ，如 今 与 航 天 员

穿“同款”服装不再遥不

可及。

在神舟十二号载人航

天飞行任务中，航天员的舱

内工作服等用品由国内公司进

行研发。航天员工作服等产品对

设计、材料、制造的要求十分严苛，这

对于中国服装产业来说既是一次挑战，

也是一次实现跨越升级的良机。

相关技术研发负责人告诉记者，要达到

国产航天舱内工作服的抗菌性、阻燃性、耐磨

性、抗静电性等指标要求，他们必须克服诸多

技术难题。航天舱内工作服对于细菌在产品

上的存在数量有严格的要求，部分抗菌要求甚

至超过了医疗用品的相关标准。除此之外，因

为舱内环境相对狭窄，仪器设备较多，航天员

在这种环境中穿梭，需要其服装具备较高的耐

磨性。

在此基础上，研发人员把航天舱内工作服

等产品运用到的科技，应用于日常的户外装备

开发中，对面向普通消费者的产品进行优化与

全面升级。

例如，在研发航天服装的过程中，研发人员

采用了一种抗菌技术，该技术能够有效刺穿细

菌壁，从而抑制细菌滋生，多次洗涤后抗菌率依

然大于 90%。目前，该技术已经被运用于部分

户外服装的制作中。另外，相关抗静电技术也

被运用在了秋冬季服装上，其可以有效解决恼

人的静电问题。

不仅是航天员“同款”服装能够被大众穿在身

上，航天器应用的材料也可以被用于服装制造。

例如，为了对抗火星“冰火两重天”的温度

考验，“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和“祝融号”火星

车表面都采用了气凝胶材料。南京大学化学

化工学院教授金钟介绍道，气凝胶材料分为耐

高温和耐低温两种，既能够阻隔探测器着陆发

动机产生的高达 1200 摄氏度的高温热流，保护

着陆平台的正常功能；又能够确保火星车在零

下 130 摄氏度的环境下仍能正常工作。除此之

外，气凝胶极轻的质量也不会增加“天问一号”

火星探测器的载荷。以该探测器上的气凝胶

材料为例，如将其做成薄片状，那么只需要 10

克这种材料，就可以将薄片铺满一个标准足球

场。

“气凝胶最有前景的大规模应用领域是隔

热、保温和节能。”金钟表示，在建筑、服饰和工

业生产等领域，用气凝胶取代传统的隔热材料

具有非常大的潜力。目前，某国产服装品牌研

发团队通过技术改良，克服了气凝胶材质脆弱、

容易掉粉、不宜剪裁等缺陷，已将气凝胶材料成

功应用于民用服装行业，并实现了大规模量产，

如今普通消费者也能够享受到与航天器同等的

保温待遇。

智能护目镜里藏着
“天问一号”的专利

在新冠疫情肆虐期间，体外膜肺氧合治疗

（ECMO）在临床救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长

期以来，受制于技术门槛高、研发费用高等因

素，国产 ECMO 研发一直面临困境。而就在今

年初，中国国家药监局经审查，采用附条件批准

方式，应急批准航天新长征医疗器械（北京）有

限公司研发的辉昇—I 型体外肺支持辅助设备

注册上市，使其成为第二款获批的国产 ECMO

产品。

ECMO 主要为重症心肺功能衰竭患者提

供持续的体外呼吸与血液循环支持，核心部件

一般包括人工心（离心泵主机及离心泵泵头）和

人工肺（膜肺），可以较长时间代替人的心、肺功

能，维持住患者的血压和血氧，为危重症患者的

抢救赢得宝贵时间，因此被视作重症监护病房

（ICU）里拯救生命的“守门员”。

据辉昇—I 型体外肺支持辅助设备技术

攻关总指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一研

究院第十八研究所所长曾思介绍，该产品技

术自主可控，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总体性

能和指标达到国际同类产品水平，其核心技

术来源于火箭伺服系统。伺服系统是火箭飞

行控制的执行机构，通过精准动作推动发动

机喷管摆动，使火箭在飞行全过程中姿态稳

定受控。

曾思说：“伺服系统由众多元件组成，涉及

机械、电子、流体等多个专业，又因其在发动机

舱这样的狭小空间工作，所以必须高度集成化，

而且轻质化。”

正是高集成、轻质化的“航天基因”让这款

ECMO 拥有了有别于国外同类产品的优点，它

的整机重量不到 7.5千克，约为国外同类产品重

量的三分之一，能够更好地满足危重症患者急

救、转运需求。

除了可以在危急时刻拯救患者生命，航

天科技还能够呵护人民日常健康。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八

研究院第八一一研究所研发的“天问

一号”同源光电芯片全光谱智能护目

镜，具有极速智能变色、智能滤光、视

觉增强、太阳能充电等功能。该款护目

镜采用“天问一号”航天器中的高效砷化

镓太阳能电池、感光发电一体化智能芯片、柔

性扭曲相列液晶贴片等多项航天专利技术。借

助先进的空间电源技术，其所采用的感光发电

一体化砷化镓光电芯片能够实现 350—1800 全

光谱响应，并驱动柔性液晶智能调节明暗，可调

透光率达到 5%—35%，瞬时变色速度仅为 0.05

秒，实现与光照环境变化的完美同步，让佩戴者

处于舒适的视觉效果中，有效阻止有害光线对

人眼的伤害。

除了具备灵敏的感光能力外，这款智能护

目镜还配有自发电系统，无需额外充电。其所

用的智能控制芯片与进入火星轨道的“天问一

号”航天器采用的是同一个晶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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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前，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以下简称

北京冬奥会）上，中国用一项项“硬核”科技给世

界留下了深刻印象，这其中就有航天科技的强

力支撑。

在运动员装备方面，大连理工大学科研团

队成员经过一年多的艰苦攻关，研发出一款高

性能滑雪头盔。该头盔在不大幅增加厚度和重

量的前提下，凭借 700 克左右的重量，使该头盔

防护性能超过欧洲标准。能够达到这样的效

果，得益于航天薄壁结构设计科技。此前正是

利用这项技术，该研发团队成功为外号“胖五”

的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减重 1145公斤。

头盔外壳和火箭中常见的曲面壁板类似，

二者都要实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但不一样

的是，头盔颠覆了火箭在规则圆柱面上直线加

筋的设计，有了新的技术突破。

大连理工大学运载工程与力学学部教授郝

鹏介绍道：“我们做了变量凝聚、智能优化设计

等算法层面的技术突破，在世界范围内首次将

曲线加筋应用到滑雪头盔的外壳蒙皮上。”

日常训练是决定运动员竞技水平的重要因

素，科学的训练技术和方法能够显著提升运动

员的比赛成绩。在备战北京冬奥会的过程中，

我国多个项目的运动健儿都用上了航天科技，

以此来提升训练水平。

在竞速项目中，风阻是短道速滑等体育项目

运动员需要克服的主要障碍之一。只有以空气

阻力更小的姿态前进，才能够获得更快的速度。

这与火箭、导弹等飞行器的气动布局设计原理异

曲同工。为中国队夺得北京冬奥会首金的中国

短道速滑队在训练中便采用了由中国航天科技

集团公司第十一研究院设计并承建的体育风洞。

当短道速滑队在风洞中开展测试时，队员

们会站在特制的六分量传感器上。风洞制造的

风会以相当于运动员运动速度的风速迎面吹

来，此时就可以通过六分量传感器测出不同动

作姿态下阻力的细微变化。运动员稍微弯腰或

变换手势，阻力的变化都可以通过传感器测得，

变化数据会显示在电子屏上，运动员和教练员

由此可知运动员摆出哪个动作能够让风阻更

小。在锁定风阻最小的动作和姿势后，队员们

在此基础上长期进行往复训练，就能够形成肌

肉记忆，进而在比赛中取得优异成绩。

目前，该体育风洞已经为我国车撬等冬季

项目以及田径、游泳、自行车、赛艇等夏季运动

项目，共计 20 多个国家队提供测试及训练服

务，助力多个项目运动健儿在奥运会等国际比

赛中摘金夺银。

航天“黑科技”助运动员摘金夺银

指导你调整跑步姿势的智能跑步机、可以改善睡

眠质量的深睡小屋、能感应宝宝体温的婴儿服装……

在 第 三 届 中 国 国 际 消 费 品 博 览 会（以 下 简 称 消 博

会）上，各种新奇有趣的高科技消费品吸引了众人

的目光。

智能跑步机：
纠正跑步姿态，避免运动损伤

你会跑步吗？准确地说，你有正确的跑步姿势

吗？跑步是日常生活中最简便的锻炼方式之一，但跑

步姿势不正确就会引起膝盖损伤、足底筋膜炎、跟腱炎

等问题。

在消博会 1 号馆，记者体验了智能跑步机，其前

方显示屏不仅会显示速度、距离等基本信息，还会对

跑者的跑步姿态进行实时分析和纠正，如颈部姿势、

前后摆臂幅度、落地时脚踝及脚掌姿势等。跑步结

束后，该跑步机会生成一份详细的运动报告，包含运

动心肺功能报告、跑姿分析报告，便于跑者了解自身

运动情况。

“这款跑步机应用了我们自主研发的‘人体动态三

维分析捕捉技术’，可以实现 23 项跑姿实时分析与监

测，每分钟可分析处理超 39800 组动作，同时能够预防

跌落、失速等风险。”生产该跑步机的西安维塑智能科

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褚智威说。

褚智威介绍，人体动态三维分析捕捉技术主要是

利用人工智能来跟踪头部、手部、脚部、膝关节等人

体运动关键部位。不过，由于人体形态的复杂性，很

难采用固定的“模板”来简化计算过程，例如手的位

置既可以高过头顶（举手），也可以低于膝关节（垂手

下蹲）。

“因此人体动态三维分析捕捉技术采用了类似无

人驾驶专用的深度摄像机，精确捕捉骨骼点位，再通

过高效神经网络模型确保动作捕捉的实时性，做到不

漏掉跑者在跑步过程中的任何一个瞬间。”褚智威补

充道，“通过对大量运动数据的学习，该智能跑步机还

能针对每个人的特点提供专属训练方案。这是人工

智能和体育的深度融合，让更多人享受到专业级的运

动指导。”

据了解，目前动作捕捉技术已相对成熟并被广泛

应用于各个领域。在电影、游戏领域，动作捕捉技术可

以让虚拟角色展示出更真实的动作；在体育领域，教练

员、运动员利用动作捕捉技术可精准分析每一个动作，

以提高训练效率、获得更好的成绩。

深睡小屋：
利用荷电粒子波帮特“困”者入眠

睡眠和每个人息息相关，它是人体健康的一个重

要决定因素。《中国睡眠研究报告（2023）》显示，2022年

受访者平均睡眠时长为 7.37 小时，超过半数受访者睡

眠时长不足 8 小时，晚睡、浅睡现象显著，公众整体睡

眠质量有待改善。

除常规的药物治疗之外，如今改善睡眠质量还

有多种创新方式。在本届消博会上的两座深睡小

屋体验间内，体验者络绎不绝。记者看到，体验间

内摆放着躺椅、脑波检测仪以及两个特殊的设备。

据工作人员介绍，在完全放松的状态下，大致 15 分

钟后，多数体验者会进入睡眠状态，甚至是深度睡

眠状态。

“我们不需要体验者佩戴任何装备，也不会释放声

音或者气味，而是通过荷电粒子波让人进入放松状态，

以达到改善睡眠的效果。”现场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

道，深睡小屋利用舒曼波康养机和慢波睡眠机使荷电

粒子波以舒曼波频率以及深度睡眠脑电慢波频率振

动，营造出有利于睡眠的微环境，从而提升使用者的睡

眠效率和质量。

据了解，深睡小屋中所布置的数字健康睡眠系统，

其核心技术荷电粒子波，由生产深睡小屋的加拿大艾

纳诗集团首席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

与物理研究所孔祥贵教授团队领导开发。

“数字健康睡眠系统经 2022 年北京冬季奥运会

医疗保障专家组、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

甄 选 入 驻 冬 奥 村 ，为 运 动 员 提 供 睡 眠 康 养 保 障 服

务。”加拿大艾纳诗集团总经理滕树杰表示。

变色婴儿连体衣：
根据宝宝体温变换衣服印花颜色

在 4 号馆，记者在现场工作人员的介绍下，将一件

婴儿连体衣胸前的图案贴在装满热水的玻璃瓶上，不

一会儿图案就由绿色变成了黄色。

“如果宝贝发烧体温超过 37.5摄氏度，这件衣服上

面的感温印花就会变色，可以让监护人直观了解宝宝

的健康状况，对新手妈妈十分友好。”现场工作人员对

记者说。

“感温印花工艺是一种将感温变色材料印刷在织

物上的工艺，印刷在织物上的感温变色材料能够感应

到人体温度变化并随之改变颜色。”华中科技大学武汉

光电国家研究中心和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陶光明

解释道，感温变色材料之所以能变色，是因为构成感温

变色材料的微观组分在温度的影响下发生了改变，从

而使材料反射出的光线波长产生了变化。

陶 光 明 表 示 ，感 温 印 花 工 艺 可 被 用 于 织 物 美

化、温度指示、高温报警、人体温度监测、信息存储

和防伪。

来消博会

体验未来生活新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