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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梦“太空之家”——中国空间站建设记24

首次在问天实验舱授课

今年 7 月，中国空间站问天实验
舱成功发射，并与核心舱组合体进行
交会对接。随后，神舟十四号航天员
乘组进入问天实验舱开展工作。这次

“天宫课堂”，是中国航天员首次在问
天实验舱内进行授课。

“天宫课堂”开启新“教室”，问
天实验舱自然是授课的重点内容。在
约 50 分钟的授课中，3 名新晋“太空
教师”介绍和展示了空间站问天实验
舱工作生活场景，演示了微重力环境
下毛细效应实验、水球变“懒”实
验、太空趣味饮水、会调头的扳手等
神奇现象，并生动讲解了实验背后的
科学原理。授课期间，航天员还通过
视频通话形式与地面课堂师生进行了
实时互动交流，地面课堂专家也就有
关科学问题进行认真解析。

“ 天 宫 课 堂 ” 的 “ 教 室 ” 更 大
了。问天实验舱作为中国空间站三大
舱段中的第二舱段，是中国空间站的
首个实验舱段，舱内的实验能力比核
心舱提升了一倍，拥有强大的空间科
学实验能力。

问天实验舱的实验项目以生命科
学和生物技术研究为主，舱内搭载了
生命生态实验柜、生物技术实验柜等
科学实验柜，在空间生命科学与生物
技术、微重力流体物理、空间材料科
学等领域研究多种空间环境要素下的
基本科学规律、机理，关注生命生长
发育和人的健康，探索人类长期太空
生存所面临的一系列科学问题。

同时，在平台功能的定位上，问
天实验舱与天和核心舱互为备份，关
键平台功能一致，具备空间站组合体
统一管理和控制能力。

在“天宫课堂”授课中，航天员陈
冬和刘洋介绍和展示了问天实验舱的
科学实验柜等实验设施。例如动植物
的“太空旅馆”——生命生态实验柜；

“全自动”的小型生物实验室——生物

技术实验柜；“拿捏”重力环境的变
重力实验柜等。

首次展示植物科学实验操作

“天宫课堂”第三课还首次展示
了空间站植物研究项目的科学实验
操作。

“我在天宫二号种过生菜，最近
还品尝了蔡旭哲亲手种植的生菜。”
在授课中，陈冬戴上了空间站内的
首个混合现实眼镜，在科学手套箱
内对在太空中生长的拟南芥进行样
品采集。

在生长盒中，每个种植孔中分别
种有通过基因调控控制的不同开花期
的拟南芥。陈冬将剪下来的拟南芥放
入冻存管里。他介绍，所有的样本采
集完成后，将放置在零下80摄氏度的
低温存储区。返回地球时，这些样本
将交给科学家进行研究。

正如刘洋在“天宫课堂”中所
言，“对动植物的太空生长研究，将
帮助我们未来在月球乃至火星实现长
期生活”。如何利用植物保障人类在
地外环境中生存所需要的食物、氧气
和纯净水，已成为空间生命科学最关
注的问题。

中科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载
人航天工程空间应用系统问天实验舱
主任设计师赵黎平说，由问天实验舱
带到中国空间站的拟南芥种子和水稻
种子长势良好，这也是国际上首次对
水稻在空间站开展“从种子到种子”
全生命周期的培养研究。

将拟南芥和水稻带进空间站，很
有代表性。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
卓越创新中心郑慧琼研究员介绍，拟
南芥和水稻是两种模式的植物。其
中，拟南芥代表双子叶、长日、十字
花科植物，青菜、油菜等都属于十字
花科；水稻则代表单子叶、短日、禾
本科植物，小麦、玉米等粮食类作物
都属于禾本科。

郑 慧 琼 表 示 ， 希 望 通 过 研 究 ，
获得水稻培养的关键环境参数，为
进一步解析空间微重力对水稻生长
发育的影响，利用水稻进行空间粮
食生产提供重要理论指导。同时，
通过转录组分析比较拟南芥和水稻
两种模式植物在空间环境中开花途
径关键基因的表达及其调控网络的
变化，解析空间微重力条件下长日
和短日植物开花的分子机理，为进
一步创制适应空间环境的作物和开
发利用空间微重力环境资源提供理
论依据。

更多“首次”期待解锁

一次短暂的“天宫课堂”背后，
凝聚着很多人的汗水。“天宫课堂”
授课专家组成员、北京交通大学副教
授陈征介绍，多个领域的专家参与了

“天宫课堂”备课，包括航天系统专
家、高校教师与科研人员、中小学教
师等。在开课前，航天员会反复测
试，保证实验效果，并将测试结果反
馈给地面的专家组，对实验内容进行
确认和沟通。

从 2013 年 第 一 次 进 行 太 空 授
课 ， 到 去 年 12 月 的 首 次 “ 天 宫 课
堂”，伴随着空间站的建设进程，中
国人的太空授课活动规模越来越大、
内容越来越丰富、图像和画面越来越
稳定和清晰。

据了解，为了保障“天宫课堂”
的顺利进行，空间站上的测控与通信
分系统高效助力了实时课堂互动。测
控与通信分系统配备了图像话音的采
集和通信设备，这些设备能够采集下
航天员授课的画面和声音，记录课堂
实况，并通过通信设备传达到地面。

同时，北京空间信息传输中心调
用“天链一号”03 星和“天链二号”01
星，为中国空间站组合体提供天基测
控与数据中继服务，搭建起天地往返
的“信息天路”，为太空授课的顺利进
行提供了稳定可靠的数据传输支撑。

当前，中国空间站建造已进入收
官阶段。按计划，年底前将实施梦天
实验舱、天舟五号、神舟十五号飞行
和神舟十四号返回等 4 次任务，完成
空间站建造。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
公室消息，在空间站建设和运营过程
中，“天宫课堂”将持续开展太空授
课活动，进行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
航天科普教育。

下一次“天宫课堂”将何时开课？
随着梦天实验舱升空对接，“天宫课
堂”是否会启用新“教室”？当神舟十四
号和神舟十五号航天员乘组同时在空
间站工作生活时，“太空教师”的队伍
会不会继续壮大？对于精彩的“天宫课
堂”，人们还有更多期待。

“天宫课堂”第三课
这些“首次”很亮眼

本报记者 刘 峣

1 0月1 2日，“天
宫课堂”第三课在中
国空间站开讲。神舟
十四号飞行乘组航
天员陈冬、刘洋、蔡
旭哲进行了一场精
彩的太空科普课。

全新的“天宫课
堂”创造了哪些值得
关注的“首次”？

10月12日，在中科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地面主课堂，学生收看“天宫课堂”第三课。
新华社记者 罗晓光摄

近日，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舞阳街道上柏小学开展“营造良好环境
共助心理健康”主题活动，通过心理沙盘、趣味游戏、音乐放松等方式，让
学生了解心理健康知识，培养积极向上、阳光乐观的心态。

图为学生在进行“毛毛虫”趣味运动游戏。
王树成摄（人民视觉）

心理健康伴成长心理健康伴成长

福建福州加强平安校园建设

本报电（陈则周） 今秋开学以来，福建福州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大
力开展校园安全建设，要求学校等各类教育机构将物防、技防、人防
进一步结合起来，防止发生安全事故并取得显著成效。

福州市教育局局长游昕表示，打造平安校园重在扎实抓细、持之
以恒。具体来说，该市主要做好3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加强社会治安综
合治理和道路交通执法力度，保障学生上下学安全。二是普及安全知
识，引导学生安全上好运动课、实验课等，保障课堂安全。三是警示
学生日常风险，做到安全使用电器、防范和躲避灾害，保障校园生活
安全。

冲上云霄·大飞机科学绘本出版

本报电（记者刘峣） 近日，在国产大飞机C919取得民用航空器适
航证之际，由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旗下童书品牌“100层童书馆”推出
的 《冲上云霄·大飞机科学绘本》 正式发行。此套绘本以国产大飞机
C919为蓝本创作，展现了国产大飞机从制造到运营的核心场景。

据介绍，《冲上云霄·大飞机科学绘本》 共包含 《大飞机造好啦》
《大飞机，起飞！》《一起来坐大飞机》三册，分别从科研人员、飞行团
队和乘客3个视角讲述大飞机的研发制造、驾驶运行及乘坐体验，揭秘
一场飞行的科学原理和筹备过程。

为降低难度门槛，提升阅读趣味性，编辑团队邀请航空工程师和
专业插画师组成主力创作团队。绘本串联起190多个知识点，包含飞行
原理、空中交通、飞行体验等日常科学领域以及航空动力学、工业制
造、空天通信等前沿科学板块。

为卫星导航事业贡献中国智慧
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国际委员会大会

据新华社电 （记者胡冠） 联合国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国际委员会
（ICG） 第十六届大会近日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首都阿布扎比开幕。北
斗卫星导航系统工程总设计师杨长风率中国代表团出席大会并就多项
重要议题提出中方解决方案。

本届大会由阿联酋航天局主办。来自中国、美国、俄罗斯、欧
盟、日本、印度等地的全球和区域卫星导航系统供应商，意大利、
阿联酋、澳大利亚、尼日利亚等 ICG 成员国，国际大地测量协会、
国际 GNSS 服务组织等 ICG 准成员和观察员，以及韩国、巴基斯
坦、国际海事无线电技术委员会等特邀观察员，将就系统兼容与互
操作、空间服务域、高精度应用等世界卫星导航领域热门议题进行
深入交流磋商。

中国代表团将组织国内专家线上参加本届大会所有议题讨论，重
点围绕自上届大会以来，北斗系统在建设运行、应用推广、国际合作
等方面的最新进展作大会主旨报告，同时就监测评估、低轨PNT （定
位、导航和授时）、空间碎片处置、空间天气、地月导航等重要议题作
独立报告或中外联合报告，并就应对重大空间天气事件、退役卫星离
轨处置、低轨卫星和现有GNSS系统兼容等问题提出中方倡议和解决方
案，积极为世界卫星导航事业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其间，中方专家还将与相关国家和国际组织就系统兼容互操作、
北斗国际化运用等相关问题进行深入交流、广泛研讨，进一步巩固和
完善已有合作机制，推进塑造新阶段北斗国际化发展新格局。

因 LG2022C001号储备用地项目需征收位于厦门市海沧

区海沧街道后井村内坑社周倍等4户的澄字第27197号、周金

蚁等6户的澄字第27199号、周加令的澄字第26601号、周土员

等2户的澄字第27202号、周土员等3户的澄字第27196号、周

石狗等 4 户的澄字第 27201 号、周石狗的杏集建（1998）字第

932号房屋。该7宗房屋权属人均已故，请相关权益人于本通

知书登报之日起至2022年11月14日止，至内坑社征拆工作点

（厦门市海沧区海沧街道后井村内坑社281号，联系电话：陈先

生13860496196）商谈该房屋的补偿安置事宜。届时请携带身

份证明、亲属关系证明或合法有效的继承、析产手续等相关证

明材料以便核查；若委托他人办理相关事宜的，请另行提交合

法有效的委托手续。若在规定期限内未到场协商的，最终将

由其他权益人或实际使用人代管前述7宗房屋的补偿权益。

特此通知。

关于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海沧街道后井村内坑社
周倍等房屋商谈补偿安置事宜的通知书

关于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海沧街道后井村内坑社
周倍等房屋商谈补偿安置事宜的通知书

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政府海沧街道办事处
2022年10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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