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外媒报道，来自英国曼彻斯特的工程师约翰·芬尼和妻

子近日辞去工作，成为全职风暴追逐者，只为拍摄各种瞬息万

变的天空景象。在最近一次追逐中，他们遭遇了夹杂着巨型

冰雹的大风袭击，却收获了闪电与彩虹交织的奇特景象。

追逐风暴
英夫妇拍下闪电彩虹交织奇景

近日结束的“探索一号”TS12 航次第 2 航段科

考中，“深海勇士”号载人深潜器多次下潜，带科学

家一览深海。其中在海底峡谷的下潜中，来自海洋

国家实验室海洋地质过程与环境功能实验室、自然

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员吴斌博士和

单新博士通过分析下潜取得的短柱沉积物，发现海

底峡谷的表层沉积物以斑驳状泥为主，其中发育有

多种遗迹化石，属于半远洋沉积。

“半远洋沉积是浅海中的沉积物颗粒在水体中

垂直沉降形成的，沉积作用方式与浊流、等深流、碎

屑流（泥石流）等完全不同。现代半远洋沉积中往

往伴随大量的生物遗迹，如动藻迹等。”单新表示，

由于沉积物短柱中的泥是斑驳状的且可以看到遗

迹化石，另外他们在峡谷中近底观测时也看到了大

量的生物遗迹，因此推测发现的沉积属于半远洋沉

积。“由于这个峡谷近期并没有浊流发生，在峡谷中

发现大范围的半远洋沉积表明了峡谷中的沉积作

用方式多样。”单新说，虽然他们在海底峡谷内发现

了超临界浊流形成的旋回坎构造，但由于这些旋回

坎的表层沉积物粒度属于粉砂、黏土级且表层沉积

物的生物遗迹众多，因此推测这些旋回坎构造可能

在数百或数千年前形成并保存下来。

据吴斌介绍，由于半远洋沉积是逐层由水体中的

沉积物颗粒垂直沉降而成的，因此利用半远洋沉积的有

孔虫等微体古生物的种类、丰度以及一些地球化学指标

就可以重建古海洋参数，如盐度、温度、氧气含量等。

“海底峡谷是沉积物搬运的重要通道，这里海

底浊流频发，可能会导致重大的地质灾害，对油气

平台、海底通信电缆等海底设施构成巨大的威胁。”

吴斌表示，“峡谷演化与沉积物搬运过程备受学术

界关注，是当前海洋地质学和全球变化研究的前沿

和热点问题，因而开展峡谷深潜就显得非常重要。”

而在航段深潜作业发现半远洋沉积的南海海

底峡谷中，研究沉积物搬运过程有特殊的实用价

值。据单新介绍，因为南海峡谷沉积中富含油气资

源，峡谷中的水道、天然堤等是重要的油气储层，研

究峡谷演化和沉积物搬运过程可以预测储层的位

置、孔隙度、渗透率等，另外南海峡谷中不少位置富

含天然气水合物资源。

“由于峡谷深潜可以精准定位某一特定峡谷，

‘深海勇士’号的精准取样对于重建峡谷不同位置

的水动力条件具有重要意义。”吴斌说。据他介绍，

在搭乘深潜器下潜到海底峡谷的考察中，他们观察

到波长数百米的旋回坎沉积构造、多种生物遗迹化

石，获取了大量高精度地形地貌资料及影像资料

等，采集了多个长约 30 厘米的沉积物短柱样品，他

们取得的短柱样品中还蕴含着丰富的古海洋信息，

可以用来重建古环境变化。

以斑驳状泥为主 有多种古生物遗迹化石

“深海勇士”新发现：海底峡谷中存在半远洋沉积

新闻热线：010—58884062
E-mail：niecr@stdaily.com 5
■责编 聂翠蓉2019 年 8 月 15 日 星期四 GONG XIANG KE XUE 共享科学

今日头条

“ 太 空 牌 ”无 晶 体 缺 陷 的 半 导 体 、绝 对 球

形 的 理 想 耐 磨 滚 珠 …… 近 年 来 ，随 着 空 间 技

术 的 逐 渐 进 步 和 空 间 活 动 规 模 的 逐 步 扩 大 ，

越来越多的“太空产品”诞生。与地球表面迥

然不同的环境条件也让太空成了科学实验的

“宝地”。

近日，中国空间站开通申报窗口，面向国内

科研院所、高校、科技企业公开征集空间科学

实验和技术试验项目，期望能把空间站建设成

国家太空实验室。

目前有哪些太空实验成果给我们的生活带

来了改变？我国空间站与国际空间站相比，实

验条件有何不同？主要能开展哪些科学实验？

带着一系列问题，科技日报记者采访了中国科

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应用发展中心主

任张伟。

1993 年，包括美、俄在内的 16 个国家开始联

手设计世界上最大的航天工程——国际空间站。

目前，其投入使用近 20 年，已成为国际上最主要

的太空实验平台。

“国际空间站已开展了 2000 余项太空实验，

在生命、流体、材料、燃烧、人体研究等方面取得了

很多具有国际影响的科学成果，其中很多成果也

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张伟表示。

例如，在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方面，利用两种

在地球不能混合的液体在太空微重力环境下可以

混合的特性，在空间站环境可以优化地球的微型

胶囊静电处理系统，实现浓缩抗肿瘤药物的特定

组配，从而可产生极小的可降解微型胶囊，能用于

癌症治疗，实现特定部位的给药，目前正在走向临

床应用。

又如，在空间应用技术方面，科学家基于空

间 站 精 密 机 械 臂 技 术 开 发 出 了 神 经 臂（Neu-

roArm），它成为国际上第一种能在核磁共振仪

中开展手术的机械臂，从 2008 年起已有 30 余人

接受了这种机械臂脑肿瘤手术。在燃烧科学方

面，空间站开展了碳氢化合物、混合燃料的低

温燃烧实验研究，发现了“冷焰”新现象，可在

地面提高燃油机的效率并减小污染排放，具有

很大应用潜力。

“太空可以提供长期的微重力实验条件，由重

力引起的浮力对流、沉降、分层、压力梯度等将基

本消失，所以流体的运动特性、物质的燃烧特性、

材料的制备等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因此利用微

重力条件可能揭示重力掩盖下的物质的特殊规律

和生命体对重力的响应机制。”张伟指出。

此前，欧洲研究人员开展了在太空中饲养小

鼠的研究，通过在轨观测来研究小鼠在太空微重

力条件下的特征，并与地面研究结果进行对比，研

究太空生活对生命体的细胞、神经系统乃至整个

生 命 体 产 生 的 影 响 ，为 人 类 太 空 探 测 打 下 基

础。载人航天过程本就需要对航天员进行细致

的医学监护, 特别是针对骨流失、肌肉萎缩等寻

求应对措施, 而这些空间生物医学成果亦可改进

地面治疗骨质疏松等疾病的相关医疗水平，促进

人类健康。

“太空技术的成果转化应用需要较为漫长的

过程，阿波罗登月计划实施后几十年衍生的技术

才逐步得到转移转化，而国际空间站现在还在运

行，还有很多科技成果的转化与应用正在路上。”

张伟说。

“天差地别”太空实验玩转微重力

我国在空间站建设方面也稳步行进。20 世

纪 90 年代，我国制定了载人航天“三步走”发展

战略：第一步是发射载人飞船，建成初步配套的

试验性载人飞船工程，开展空间应用试验；第二

步是多人多天飞行、实现飞船与空间舱的交会

对接，并发射短期有人照料的空间实验室；第三

步是建造空间站，解决有较大规模的长期有人

照料的空间应用问题。

前不久，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受控离轨，任

务结束，“三步走”战略中的第二步完美收官，第

三步空间站工程将全面展开。我国也由此正式

迈进“空间站时代”。

“我国的空间站将会在多项指标上超过‘前

辈’。”张伟指出，我国空间站开发了密封舱内 10

余个先进的科学实验柜和密封舱外的科学设

施，与国际空间站相比，实验柜和科学设施的主

要技术指标更为先进，空间实验观测手段更全

面、观测的分辨率更高，能够长期支持开展多学

科的科学实验。

张伟举例，我国空间站无容器材料实验柜具

备高达 3000 摄氏度的材料加工与实验条件，远

高于 2100 摄氏度的国际空间站同类实验装置，

且通过更先进、更完备的在轨观测手段，能够在

太空进行多种新型材料的制备研究。另外，在

舱外的光学巡天望远镜，其分辨率与哈勃望远

镜相当，但视场是哈勃望远镜的数百倍，可开展

大规模的光谱巡天观测研究和重点天区的精细

化观测，预期在暗物质性质、暗能量本质、宇宙

起源与演化等方面可取得一批具有国际影响的

研究成果。

“以前，我们在空间的实验机会非常有限，虽

然在神舟飞船、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上面开展

了一定规模的实验，但是能够开展的项目数量

还是有限的。有了空间站这个平台，我们就可

以滚动实施几百项甚至上千项科学实验。”张

伟坦言，近年来，我国空间技术迅速发展，但空

间科学进展相对滞后，因此，希望这些空间站

实验能使我国空间科学领域研究水平再上一层

楼。此外，通过相关研究，还可以掌握人在太空

长期生存时要解决的关键问题，突破相关关键

技术，为人类今后在太空长期生存与活动奠定

基础。

超越“前辈”我空间站多项指标将更优

事实上，我国空间站早已敞开胸怀，向世界打

开了太空合作的大门。6 月 12 日,在联合国外空

委第 62 届会议期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

与联合国外空司共同宣布了联合国/中国围绕中

国空间站开展空间科学实验的第一批项目入选

结果，来自 17 个国家、23 个实体的 9 个项目成功

入选。

目前正在向国内征集项目的时间也将持续

到 8 月底。张伟透露，即便错过了这次也尚有

机会，我国空间站每两三年就会征集一轮。此

次征集项目主要包括空间生命科学与生物技

术、微重力流体与燃烧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

重力基础物理、空间天文与天体物理学、空间

物理与空间环境、空间地球科学及应用、空间

应用新技术、航天医学、航天技术试验等领域

和方向。由于空间站的建造是按照核心舱、实

验舱Ⅰ、实验舱Ⅱ的顺序发射的，每个舱装载

有不同学科的研究装置和设施，而且将在轨运

行 10 年以上，因此将依次在不同学科领域持续

获得突破性研究成果。

我国航天工程向来科研与科普并举。就像

2013 年轰动全国的神舟十号航天员王亚平“太空

授课”一样，此次空间站项目征集也有科普项目的

一席之地。“空间站不止局限于科研人员，大学生、

高中生如果有好的想法和创意，也可能在太空中

实现。”张伟说。

记者了解到，当初神舟十一号便携带了 6 只

蚕幼虫度过了长达 31 天的“太空之旅”，而这个

“太空养蚕”计划就是香港中学生提出的。在张伟

看来，航天员在轨完成这些实验，有助于中小学生

认识了解微重力环境中事物的变化和规律，在他

们心中播下一颗科学的种子。

值得一提的是，我国太空实验也将不再是航

天员的“专利”。“科学家也是有机会上天的，如果

身体过关的话，科学家可以参加载荷专家选拔，有

希望去太空操作自己的实验。”张伟说。

敞开胸怀 普通人也可申报实验项目

实习记者 于紫月

本报记者 崔 爽

美图

据外媒报道，俄罗斯圣彼得堡有一对高颜值双胞胎猫咪，

它们两同时拥有天生异色瞳，一只眼睛蓝色，一只眼睛金色，

再加上毛色雪白，简直萌化人心。

超高颜值
双胞胎喵星人天生异瞳成网红

据外媒近日报道，一只 6 米长的鲸鲨似乎对潜水员特别

感兴趣，并跟船足足游了 15分钟。这一幕被来自澳大利亚墨

尔本的一名水下摄影师亚历克斯·凯德在宁格鲁珊瑚礁捕捉

到并拍摄了下来。

好奇心爆棚
鲸鲨尾随游船15分钟

在太空做实验在太空做实验，，你也有机会参与你也有机会参与

有过海滨度假经历的小伙伴大多都见识过海鸥的厉害，

这些凶悍的大鸟经常趁你不备俯冲下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

势抢走你手中的零食、咬你的相机。海鸥胆大心硬，无论体型

多大的对手，都敢冲过去“揩油”。

捉兔子吃小鸭
海鸥胆大心硬谁都敢惹

（本栏目图片来源于网络）

中国空间站上的实验柜
中科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供图

中国空间站模拟图中国空间站模拟图 神舟传媒供图神舟传媒供图

近日，中国空间

站开通网上申报窗

口，面向国内公开征

集空间科学实验和

技术试验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