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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宫一号将载 4 种

濒临灭绝植物种子

记者近日从上海市宇航学会获

悉，上海市闵行三中几位高中生提交

的“搭载濒临灭绝植物种子的方案”

已确定被采纳，4 种濒临灭绝的植物

种子将搭载天宫一号进入太空，希望

利用太空的特殊环境的诱变作用，令

种子产生变异，使它们可能更加适宜

存活和繁衍。

四种濒临灭绝的植物简介

普陀鹅耳枥 为中国特有珍稀

植物，现仅存一株，是国家一级保护

濒危种。

大树杜鹃 濒危种，仅分布于云

南局部海拔 2100 米至 2400 米常绿

阔叶林中。

珙桐 1000 万年前新生代第三

纪留下的孑遗植物，在第四纪冰川时

期， 大部分地区的珙桐相继灭绝，只

有在我国南方的一些地区幸存下来。

望天树 只有在中国云南才生

长的特产珍稀树种。（据《新闻晨报》）

中国结将随

天宫一号遨游太空

新华社甘肃酒泉 9 月 29 日电

（记者赵薇 李惠子） 天宫一号将给

太空带来怎样的中国色彩？ 中国航天

科技集团公司空间实验室系统副总

设计师白明生 29 日接受记者采访时

透露：天宫一号将搭载一枚中国结飞

上太空，把浓郁的中国风情带入浩渺

太空。

“我们要把传统的中国文化融入

到天宫一号里面。 ”白明生说，中国结

将挂在实验舱中，届时全世界都可以

通过摄像机镜头看到这一美妙图景。

“在考虑搭载物品时，设计团队

有很多想法，但中国结这一设想得到

了认同。 ”白明生说，“我们认为，中国

结上凝聚了中国传统文化，它所代表

的平安、团圆、祥和的寓意，也恰好代

表了研制团队对天宫一号和整个载

人航天工程的美好祝愿。 ”

因燃料有限

天宫一号升空后只能待在地球附近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士、航天任务与控制高级工程师徐明、北京

航空航天大学生物与医学工程学院教授刘红通过科学网共同给网友

解读空间站，专家介绍，因为燃料的原因，天宫一号升空后，只能待在

地球附近。

人到太空后， 生理机能会发生怎样的改

变，是不是会感到不舒服，心理问题怎么解决？

刘红解释说， 微重力环境对人体肌肉、骨

骼会产生影响。 在微重力状态下，肌肉对抗重

力以保持身体直立的功能消失，由于没有这项

功能，这部分肌肉就会逐渐萎缩。 同时，骨骼也

会发生变化，大量脱钙。 因此在空间站要进行

各种形式的训练。

徐明指出，根据航天心理学，人长期处于

失重状态，会由生理反应产生心理变化。 此外，

长期处于外太空会加剧寂寞感和恐惧感，因此

驻空间站的人员心理健康非常重要。 目前我们

由专业从业人员进行相关方面研究。

外太空环境对航天员的生理是否会造成

影响？

刘红指出，飞船和空间站都有很好的辐射

防护， 因此对航天员的身体虽然有一定影响，

但影响不大，是可以恢复的。 （据《法制晚报》）

天宫一号腾空之后到底飞多快？ 北京航空

航天大学博士、航天任务与控制高级工程师徐

明介绍， 航天器飞行速度约为 7000 米 / 秒，而

音速是 340米 /秒，速度是音速的 20多倍。

天宫一号又能飞多远呢？ 徐明说，无论是

嫦娥二号还是天宫一号，所承载的燃料都是有

限的，这也决定了它们能到达的距离。 从燃料

上说，天宫一号只能待在地球附近。

航天员咋生活？ 喝再生水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生物与医学工程学院

教授刘红介绍，神舟飞船进行短期载人空间活

动，采用的生命保障系统是携带式的，航天员

所需的氧气、水和食物全部是从地面携带的。

而空间站由于要进行长时间的载人空间

活动， 因此采用的是再生式的生命保障系统，

航天员所需的氧气和水要在站内再生循环利

用，减少地面补给。

航天员在空间站会产生一定的生活垃圾，

这些垃圾怎么处理？ 是直接排放到太空中吗？

刘红解释称，航天员会把这些垃圾放在罐

子里，再把这些罐子放在返回地球的货运飞船

上，在返回途中，让飞船释放到太空中。 当它通

过地球大气层时，会自动燃烧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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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宫”能飞多远？ 待在地球附近

航天员身心受影响吗？ 主要是“闹心”

火箭 1 7 0 余项技术

改进“给力”天宫一号

新华社酒泉 9 月 28 日电（记者 王

玉山 徐壮志 李惠子） 与发射神舟载人

飞船所使用的长征二号 F火箭不同， 承担

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发射任务的火箭有一

个新名字：长征二号 FT1火箭。

运载火箭系统总设计师荆木春说，长

征二号 FT1 火箭在整流罩、 助推器结构、

控制系统、 动力系统等方面进行了 170 多

项技术改进。

“这样规模的变化，相当于再研制一枚

全新火箭。当年，‘长二 F’由‘长二捆’改进

而来时， 其改动大概也就是这样的规模。”

运载火箭系统副总设计师张智说，“这些改

变中， 最吸引眼球的是火箭整流罩的变

化。 ”

整流罩位于火箭最顶端，火箭升空前，

在地面起着保护航天器对温度、湿度、洁净

度要求的作用；火箭升空穿过大气层时，整

流罩又可以使航天器免受气动力和气动热

损伤。

“长征二号 FT1 火箭的整流罩头部呈

圆弧状、流线形，可以进一步降低阻力，减

小载荷，看起来也更漂亮。 ”荆木春说，“另

外，它的直径也比以往要大，可以说是目前

国内最大的火箭整流罩。 ”

第一次在火箭上使用这种大型整流

罩，与天宫一号的体积有关。与神舟载人飞

船相比，天宫一号的体积变大，整流罩也相

应增大。

除了外观上发生明显变化的整流罩和

助推器，长征二号 FT1 火箭内部也有许多

变化。 据荆木春介绍，通过一系列的技术

改进，火箭的可靠性得到了进一步提高。

“天宫”究竟是如何从设想变为

现实的？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空间实

验室系统副总设计师白明生回顾

“天宫”诞生之旅，为我们做出解答。

白明生介绍说， 天宫一号的方

案早在 1992 年国家制订中国载人

航天三步走战略时，就已经确定。

2002 年，在进行了方案论证和

审查后， 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整个

任务方案得到通过。此时，天宫一号

还没有名字，它被直白地称为“目标

飞行器”，缩写是：MB。

2006 年，天宫一号进入初样研

制阶段。也是在这一年，科研人员赋

予它一个具有浓郁中国特色的名

字：天宫一号。

白明生说， 具体是哪个人想出

的这个名字，大家都已经不记得了。

“只记得当时这个名字一提出，就立

刻得到了团队的认同， 它不但具有

强烈的中国特色， 还与此前的‘神

舟’‘嫦娥’相呼应。 ”

白明生回忆， 很多专家都说，

“天宫”这个名字，让人感受到有一

种真正的空间站雏形的概念蕴含其

中， 也能令人感受到更庞大的系统

的概念。

2009 年底，天宫一号在风雪中

进入正样研制阶段。

“这一阶段的工作进行得比较

顺利， 我们主要进行了一些细节上

的优化。”白明生说，通过优化设计，

天宫一号在重量上积累了一定的余

量，这就意味着，“天宫”里可以放置

更多的供航天员使用的物品， 这让

航天员的工作生活更为舒适。

（据新华社酒泉 9月 29日电）

□新华社记者 赵薇 孙彦新

天宫一号将进行

三方面空间科学实验

新华社甘肃酒泉 9 月 29 日电

（记者 赵薇 李惠子） 空间应用系

统副总设计师张善从 29 日表示，天

宫一号上共安排三方面空间科学实

验，试验成果或将对百姓生活带来积

极影响。

张善从说：“在神舟七号上面，我

们安排的是空间技术试验、伴随飞行

的小卫星试验和空间材料实验；在天

宫一号上面安排的是地球环境监测、

空间材料科学和空间环境探测试

验。 ”

“天宫一号在地球环境监测方面

安排了一个高光谱成像仪，这项空间

科学实验对百姓生活将带来积极影

响。 ”张善从说，光谱成像仪对于资源

勘探、环境监测以及解决百姓关心的

食品安全问题都能发挥作用。“如大

气的污染情况， 国家的矿产资源、油

气资源、海洋资源分布，以及农作物

中重金属的含量及分布情况等，都可

以通过高光谱成像仪进行探测。 ”

天宫一号需加装护甲躲避空间碎片

“天宫”将如何应对空间碎片的威胁？ 与“神

八”、“神九”、“神十” 对接会不会受空间碎片的

影响？ 中国科学院空间中心研究员、中国空间碎

片行动计划前首席科学家都亨就这些问题接受

了记者的专访。

按照美国 NASA 的公布数据， 目前会对人

类空间活动产生影响的空间碎片， 就有近 2 万

个。随着人类空间活动的增多，残留在太空各个

轨道中的太空垃圾也会日益增多。

都亨告诉记者， 人类航天器被空间碎片撞

击的概率， 跟航天器的体积及在太空运行的时

间成正比。“天宫一号要在轨道运行两年，其体

积和重量也与之前的‘神舟’不同，被撞击的概

率更高。尽管空间碎片本身没有动力，但其在太

空中的移动速度却很快， 一般在每秒 8 公里左

右。 很小的一个碎片，只有几毫米长，就有可能

毁灭一个航天器。 ”

天宫一号承担的最主要任务就是与“神舟”

系列飞船完成对接， 两个不同的航天器都会受

到碎片的威胁。“如果确实发现有撞上碎片的可

能，那么或者‘天宫’或者‘神舟’，就需要改变原

先轨道进行躲避， 这样交会对接就无法完成

了。 ”都亨向记者分析说，虽然威胁存在，但通过

技术手段完全可以避免。

“就目前来看，最有效可行的方法就是躲。 ”

都亨表示， 如果可以详细且完整地知道每一个

空间碎片的轨道数据， 那么通过调整轨道躲避

撞击很容易就能实现。除了在轨躲避，给航天器

加装护甲也是防范空间碎片的主要措施。“一些

几毫米的碎片， 有一层钢板保护的话可能就不

会构成威胁。装甲越厚，安全系数也就越高。”但

加装护甲也有很多局限， 会对航天器实现自身

功能造成影响， 且重量增加也就需要更大推力

的火箭才能完成发射。 （据《新闻晨报》）

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长征二F运载火箭组合体露出真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