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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6日9时58分，航天员翟
志刚、王亚平、叶光富先后进入天
和核心舱。神舟十三号飞船搭载的3
名航天员开启了长达半年的太空生
活。

与神舟十二号相比，此次飞行
乘组在轨驻留时间延长一倍，达到
目前国际空间站的水平。那么，航
天员在轨驻留时间延长会给身体和
心理带来哪些挑战和风险？航天员
长达半年的太空生活是如何保障的？

锻炼加按摩，减少骨丢失
和肌肉萎缩

中国航天员首次迎来在轨生
活、工作6个月。在轨驻留时间延长
对航天员生理方面的主要影响是，
骨质脱钙和肌肉萎缩现象会更严重。

因为受微重力环境影响，作用
于人体承重骨的压力骤减；同时，
肌肉的运动减少，骨骼血液供应也
相应减少，这些会导致骨质大量脱
钙并经肾脏排出体外，骨丢失严
重。因此容易引起骨折，并使体液
中钙的含量增高，继而引起肾结石
和软组织钙化。航天员返回地面
后，骨质脱钙现象在 1 个月之内停
止，但科学家们目前仍不知道这些
脱失的钙能否完全恢复。

此外，长期处于失重状态，航
天员的肌肉不再发挥像在地面上的
身体支撑作用，因而导致肌肉的废
用性变化——肌肉萎缩。飞行时间
越长，肌肉萎缩越严重。所以航天
员返回地面后，常常会感觉全身无
力，站立、行走都很困难。

为应对航天员身体产生的变
化，航天员必需加强锻炼，每天用
多种器械锻炼2小时，包括上下肢锻
炼。体育锻炼是对抗措施的核心部
分，其目的在于保持航天员的健康
和有氧工作能力，防止肌肉萎缩，
保持运动协调功能等。

但是，即使不断地进行运动锻
炼，在微重力环境中，人承重骨的
矿物质丢失每月也会超过 1%。为
此，目前还采用了其他应对措施。
一是穿企鹅服，这是一种压力服，
穿上它人的任何活动都很费力；二
是使用下体负压装置；三是服用特
殊药物，补充水盐，加强营养和维
生素的补充；四是对肌肉进行电刺
激，专门给航天员准备了“太空按
摩仪”，用于对航天员进行电脉冲刺
激，协助航天员进行肌肉疲劳恢复
和肌肉力量训练，防止长期飞行试
验造成肌肉萎缩；五是进行飞行前
的适应性训练等。

此外，功能性食品已被证实具
有令人满意的一种或多种对人体有
益的功能。它除了具有营养作用，
还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改善人体健康
状况及降低患病风险的作用。

男女搭配干活，有助于心
理调节

在狭小、密闭的特殊环境下，
在轨驻留时间延长无疑对航天员的
心理也会产生影响。例如，1967
年，美国阿波罗7号指令长曾与控制
中心发生争吵，甚至拆掉了测量生
命体征的传感器；俄罗斯和平号某
乘组航天员1年后性格变化并吵架。
因此，在选拔航天员时心理选拔也
非常重要。

为此，心理训练贯穿于我国航
天员整个训练过程中，其目的是
培养航天员良好的职业个性和心
理品质，为完成航天任务奠定良
好的心理基础。心理训练包括心
理健康教育、放松训练、表象训
练、心理相容训练、狭小环境适
应性训练等。表象训练是使航天
员想象某些操作方法、过程、要
领、应急措施；心理相容训练的
目的是让航天员掌握与人沟通的
技能，学会缓和人际关系、消除

摩擦方法。在乘组的选拔中，心
理相容性是选拔中考虑的重要因
素。这次有女航天员参加，不仅
对研究航天医学有重要帮助，对
于乘组的心理调解也有一定作用。

据媒体报道，此次 3 位航天员
“太空出差”都携带了精挑细选的个
人物品，翟志刚带上天的有影视剧
视频和歌曲、笔墨纸砚；叶光富、
王亚平携带了一些乐器，这些物品
在丰富太空生活的同时，也能让航
天员在心理上得到舒缓和放松。

“定制”舱外航天服，为女
航天员做贴心设计

男、女航天员在生理和心理上
等方面存在着一定差异，此次女航
天员入驻中国空间站，成为大家关
注的热点。通过研究和实践表明，
女航天员长期驻留太空具有独特的
优势：从生理构造、心理素质来
讲，女航天员对航天环境的适应能
力更持久，耐寂寞能力较强，心理
素质稳定；在承担航天任务时，女
性在某些方面感觉更加敏锐，心思
更加细腻，考虑问题更加周全，处
理问题更注意方式方法，语言表达
和沟通能力也比较强。

（下转第2版）

“出差”半年，如何确保航天员生活舒适便捷
□□ 庞之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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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在天地间，与和煦阳光或满天繁星“零距离”是你
向往过的生活吗？

10月19日，在2021年全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周北
京会场（下称“双创周”），伴着秋日阳光，记者身临其境
体验了一番。

360度PC材质全景球体，全模块化拼接，作为一款智
能旅居产品，星球客适用于全球大部分的自然景区，球体
可容纳3—4人，还配备独立卫浴系统、智能温控系统以及
KTV、VR全景天文馆等娱乐设施。它的底座是一个“智
慧心脏”，涵盖了住宿的全部功能，让你随时随地享受奇妙
舒适的大自然之旅。相信不久的将来，你将在景区、森
林、公园、草原、沙漠等自然空间偶遇它。

记者看到，类似星球客这样的创意项目还有很多，
8000平方米的双创周主题展向大众展示了210多个创业项
目和服务机构。

相信大家对航天育种并不陌生，这次神州绿鹏展出了
多种“航”字辈蔬果，航粉番茄、航椒、航瓜应有尽有，
形状与传统种植出来的并无二致。“我们通过航天搭载创新
种质增加遗传多样性，结合高通量分子鉴定技术和基因组
测序技术高效定位潜在功能基因，加速航天新品种的选育
进程。”相关负责人说。双创周现场，不少观众品尝到了航
天育种种植的番茄、西瓜等。

让老百姓吃到放心食品一直是很多双创企业重点关注
的领域。北京市疫情常态化防控背景下，作为全球首个软
硬一体的区块链底层平台，长安链在支撑等冷链食品监管
工作上功不可没。“进口冷链食品用上它，实现冷链食品全
流程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让溯源信息在使用时兼顾数据
隐私和监管要求。”北京微芯区块链与边缘计算研究院研究
员杜娟告诉记者，长安链还支撑多项国家重大数字基础设
施建设和金融、能源、民生等多个重点行业场景应用。

谈到民生，就不得不提及大多数人较为关注的医疗问
题。主题展现场，多家医疗企业的创新项目精彩亮相。

在超目科技展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教授、主任医
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重大仪器项目首席科学家王乐今
介绍了其自主创新研发的植入式眼球震颤电刺激器、植入
式青光眼微引流泵两款产品。从30余年的临床经验出发，
王乐今对眼科疾病治疗的痛点进行了深度挖掘。“先天性眼
球震颤通常表现为非自主性、有节律的眼球摆动，被称为
眼科领域的‘不治之症’。在新生儿群体中发病率为千分之
一，患有此病症的儿童通常弱视，无法清晰地视物。”王乐
今介绍，眼球震颤电刺激器产品采用超小型头皮下植入，
目前已成功完成8例人体实验，长期佩戴能够有效消除眼
球震颤、提高视力。

此外，作为北京市第一家面向全球的原创新药开发平
台，百放英库让北京新药研发开启了“仿制”到“原始创
新”之路。百放英库生物实验室负责人朱向前告诉记者，
公司已从北大、清华、天坛医院等高校院所评估过的50多
个项目中开展 7 个原创新药研发合作项目，主要聚肥胖、
肿瘤、呼吸道疾病等。同时，百放英库还为更多初创企业
提供孵化平台。“我们也在孵化8家企业，康迈迪森、碳纳
医疗两家已经入驻，对联合研发项目成果会进行对接转化
或共同融资。”

同样凭借创新性吸引关注的还有很多，例如中科科仪研制的我国第
一台场发射枪扫描电子显微镜，打破国外技术垄断，为我国前沿科学研
究和战略新兴产业高端装备的自主可控提供了重要支撑；北京未磁科技
自主研发的量子传感技术原子磁力计率先推出心血管影像创新器械——
骐骥心磁图仪，配合智能化成像软件可快速判断检测结果……

聚焦创业者，回归创新创业本身，是今年双创周的初心。“打卡”科
技成果，我们共同见证“领跑”中的新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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嫦娥五号、祝融号火星车、“九
章”量子计算原型机、C919 大飞
机 、 时 速 600 公 里 高 速 磁 浮 列 车
……10月21日，一件件大国重器展
品济济一堂，登录北京展览馆，集
中展示“十三五”期间我国取得的
重大科技成果和科技发展改革的最
新进展。

经过半年多紧张筹备，国家
“十三五”科技创新成就展正式开
幕。接下来一周内，公众可近距离
接触一批既“高精尖”又“接地
气”的重量级科技成果，亲身感受
五年来科技创新带来的新变化、新
成就。

在展馆外的广场上，空间站天
和核心舱大柱段模型吸引不少人拍
照留念。就在 4 月 29 日，空间站首
个舱段天和核心舱成功发射。工作
人员介绍，核心舱主要用于空间站
的控制和管理，支持航天员长期驻
留，还能支持开展航天医学和空间
科学实验。

往前走几步，载人潜水器“三

剑客”——“奋斗者”号、“深海勇
士”号、“蛟龙”号依次排开，亮出
了“十三五”我国在深海潜水器谱
系化方面取得的一系列标志性成果。

广场另一侧，时速 600 公里高
速磁浮列车悄然矗立。历经20余年
产学研协同攻关，我国攻克了大系
统耦合、悬浮导向等核心技术，形
成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工程和装
备成套技术，成功研制时速 600 公
里高速磁浮工程化成套装备，使我
国成为少数几个掌握该技术的国家
之一。

步入展厅，占地 2 万多平方米
的展览共分 12 个展区，分别是总
序、百年回望、基础研究、高新技
术、重大专项、农业科技、社会发
展、区域创新、改革 （人才）、开放
合作、科普等。

值得关注的是，展览还面向世
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
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
康，精选优选出一批重大标志性科
技成果，既有彰显大国实力的国之

重器，又有普惠民生的创新产品。
“九章”量子计算原型机的成功

研制，使我国成功达到量子计算研究
的第一个里程碑；我国自主研制的

“京华号”国产最大直径盾构机，则
是引领中国制造迈向中国创造、推动
高质量发展的生动案例；中国空间站
模型、火星车、C919/929、嫦娥五号
等国之重器的集结亮相，引得观众驻
足不前。

展区中的互动展品人气也很
旺，你可以进入 C919 科普体验模
拟器体会一把当飞行员的感觉；也
可以领略“大飞机+人工智能”的
重要产物智能飞行人机共驾平台，
以及 5G+采矿、5G+飞机试飞体验
平台等等。

说到展区的明星展品，就不得不
提到科技抗疫亮出的成绩单。作为首
次应用于武汉的高通量核酸检测实验
室，火眼实验室已在全球近30个国
家和地区建成80多座，新冠检测产
品已覆盖180多个国家和地区。

大家熟知的新冠肺炎疫苗，已

有 5 条技术路线 24 个疫苗获批开展
临床试验，其中，12个进入III期临
床试验阶段，4 个在国内获批附条
件上市，全国累计接种疫苗超20亿
剂次。

针对备受关注的临床救治和药
物，由中科院动物研究所自主开发
的 CAStem 细胞注射液带来了最新
进展：已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I/II 期 新 药 临 床 试 验 批 件 ， 在 北
京、哈尔滨、武汉等地开展临床试
验。I 期临床试验 41 例受试者经治
疗病情得到不同程度好转，目前正
在开展II期33例受试者临床试验。

在科技冬奥展区，一场别开生
面的连线开启，借助5G+8K超高清
信号传输技术，实现了在展会现场
与珠峰大本营的直联，参观者虽隔
万里却能感受珠峰旭日初升带来的
震撼。

本次展览对公众免费开放，观
众需提前 2 天通过手机微信预约参
观。每天预约限额为 10000 人，上
午、下午各5000人。

10 月 21 日，国家“十三五”科技创新成就展在北京展览馆开幕。此次
成就展以“创新驱动发展 迈向科技强国”为主题，重点展示我国深入实
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所取得的重大成果。现场共分 12 个
展区，包括百年回望、基础研究、高新技术、重大专项、农业科技、社会

发展、区域创新、开放合作、科普等展区。
图1为一名儿童在中国商飞展台观看飞机模型。 新华社记者 才 扬 摄
图2为工作人员展示无人植物工厂水稻育种加速器中的水稻。新华社记者 才 扬 摄
图3为祝融号火星车展品。 科普时报记者 周维海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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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九天下五洋，“十三五”硬核科技彰显中国力量
□□ 科普时报记者 刘 垠

创新驱动结硕果创新驱动结硕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