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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神舟十八号将上行实验
装置及相关样品，将实施国内首次
在轨水生生态研究项目，以斑马鱼
和金鱼藻为研究对象，在轨建立稳
定运行的空间自循环水生生态系
统。”林西强说，还将实施国际上首
次植物茎尖干细胞功能在轨研究，
揭示植物进化对重力的适应机制，
为后续定向设计适应太空环境的空
间作物提供理论支撑。

很多网友好奇，鱼的种类众多，
为何斑马鱼能入选进入太空实验？
其实，科研领域、水族饲养，斑马鱼都

是热门之选。它对水质没有很高要
求，耐温性、耐低氧能力都很出色，10
摄氏度以上就能够很好地生长。水
族爱好者眼中，它是新手入门最好养
活的鱼之一。航天员进入太空，科研
任务众多，实验用鱼必须皮实好养，
太“娇气”的鱼肯定会淘汰。

同时，中国空间站内“寸土寸
金”，斑马鱼的“娇小”体型，也更符
合环境要求。通常，它的成鱼体长
3~4cm，幼鱼体长只有1~2mm。神
舟十八号乘组将利用舱内科学实验
机柜和舱外载荷，在微重力基础物

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
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开展90
余项试（实）验。斑马鱼所在的“空
间自循环水生生态系统”，占地并不
大。据了解，这个密闭的“水族箱”
中有1升多水、四五条斑马鱼，还有
些藻类和微生物。鱼类是这个生态
系统的“消费者”，藻类相当于“生产
者”，微生物则充当“分解者”。斑马
鱼呼出二氧化碳给藻类进行光合作
用，藻类产生氧供给斑马鱼，这对组
合就构成了一个自给自足的生态循
环系统。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
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副主
任林西强表示，截至目前，我国已在
轨实施了130多项科学研究与应用
项目，利用神舟十二号至神舟十六
号载人飞行任务下行了5批 300多
份科学实验样品，先后有国内外500
余家科研院所参与研究，在空间生
命科学、航天医学、空间材料科学、
微重力流体物理等方向已取得重要
成果。

他说：“这些空间实验以及样本
下行后开展的科学研究，不断取得

的新成果，通过推广转化与应用，将
逐步发挥出更重要的科技与经济效
益。”例如，利用无容器科学实验柜
开展的多元偏晶合金制备项目，提
出了工艺优化设计和组织调控方
法，应用于盾构机轴承和核电站常
规岛相关合金材料开发，性能获得
有效提升；利用高温科学实验柜开
展的新型材料空间生长研究项目，
首次在空间获得了地面难以制备的
高质量晶体材料，对高性能多元半
导体合金材料制备具有指导作用
等。

据介绍，仍在“出差”的神十七
乘组各项在轨工作生活非常充实，
共开展了84项空间应用在轨实（试）
验，生成了60余种 200多个各类样
品，涉及空间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
航天医学、空间材料科学等多个领
域，将按计划随神舟十七号飞船返
回舱返回地面。后续，这些样品将
由科学家深入开展分析研究，有望
在高性能多元合金和功能晶体材料
制备、骨干细胞分化抑制骨丢失等
方面取得一批重要的科学应用成
果。

神十八乘组新任务：太空“养鱼”
航天员们还将实施2~3次出舱活动

4月24日上午9时，神舟十八号载人飞行
任务新闻发布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召开，中
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中国载人航天工
程办公室副主任林西强介绍了本次任务的相关
情况。此次任务将实施国内首次在轨水生生态
研究项目，斑马鱼是研究对象之一，这将实现我
国在太空培养脊椎动物的突破。另外，神舟十
八号乘组还将实施6次载荷货物气闸舱出舱任
务和2~3次出舱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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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轨期间，乘组还将实施6次载
荷货物气闸舱出舱任务和 2至 3次
出舱活动。

与神舟十七号乘组完成在轨轮
换，在空间站驻留约6个月，开展空
间科学与应用实（试）验，实施航天
员出舱活动及货物进出舱，进行空间

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舱外载荷
和舱外设备安装与回收等任务，开展
科普教育和公益活动，以及空间搭载
试验。

神舟十七号航天员乘组在与神
舟十八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
后，计划于本月30日返回东风着陆

场。
前期，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太阳翼

电缆因空间碎片撞击，导致部分供电
能力损失，神舟十七号乘组两次出舱
活动完成了我国首次舱外维修任务，
表明有人照料航天器能够更好地应
对在轨非预期问题。

太空养鱼为何选中了斑马鱼

斑马鱼“娇小”，不“娇气”

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
研究员张涛介绍，在这个过程中，鱼类
需要喂食，系统会有个喂食单元。斑
马鱼产的卵将被系统收集起来，未来
将由航天员带回地面，供科学家开展
下一步的研究。科研人员还专门给这
套实验系统安装了相机，通过相机实
时传输的图像，地面工作人员也可以
了解实验的进展情况。

据了解，该实验项目从2020年
底立项以来，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
物理研究所和水生生物研究所的科
研团队就围绕实验中水生生态系统
鱼类的选择、如何给鱼供给氧气、如

何使水循环、如何给鱼喂食等一系
列问题开展了地面相关研究，为实
验装置进入太空打下了基础。

此外，斑马鱼自身的一些特性，
也很符合实验的需求。它与人类基
因组具有较高的相似度，是广泛应
用于基因工程和生物医学研究的模
式生物之一。科研人员发现，它的
胚胎发育迅速，从受精卵发育到完
整的胚胎只需24小时，实验周期短，
大部分实验能够在一周内完成。而
且，斑马鱼在发育的前 7天身体透
明，可直接观察内部器官。结合活
体染料、抗体、核酸探针等方法能够

观察自由活动的或者固定后的斑马
鱼活体样本，这种直接的观察为自
动化药物筛选和药物靶器官鉴别奠
定了坚实有力的基础。

但是，要真正实现在“太空养
鱼”并非易事，首先重力如何解决就
是一大难题。

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结构工程
师田清打了个比方，“在太空微重力
环境下，‘鱼缸’必须密闭处理，不然
水会‘飘走’，斑马鱼游动起来也会
将水推开。因为太空没有浮力，斑
马鱼必须靠自己的适应能力，调节
在水中的姿态，适应微重力环境。”

斑马鱼与人类基因组相似度较高

其他任务

神十八乘组在轨期间有2至3次出舱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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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批航天员选拔即将完成

发布会上，有关负责人介绍，我
国第四批航天员选拔即将完成。他
们入队后将和现役航天员一起，实
施空间站后续任务，并实现中国人
登陆月球。

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登上月球

2023 年载人月球探测工程总体
目标是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登陆月
球，各系统正按计划开展研制建设。

长征十号运载火箭、“梦舟”载
人飞船、“揽月”月面着陆器、登月服
等主要飞行产品均已完成方案研制
工作，正在全面开展出样产品生产和
各项试验。飞船、着陆器已基本完成
力热试验产品研制，火箭正在开展各
型发动机地面试车，文昌载人月球探
测发射场建设全面启动实施。

林西强表示，相比空间站任务，
登月任务中航天员需要训练掌握梦
舟飞船和揽月着陆器正常以及应急
飞行情况下的操作，月面出/进舱，月

球重力条件下负重行走，月球车远距
离驾驶，月面钻探、采样和科学考察
等技能。载人月球探测是具有高度
挑战性、创新性和引领性的重大科技
工程，后续将统筹抓好各项研制建设
工作，确保如期实现任务目标。

空间站会迎来不同身份航天员

我国还将抓紧研究推动国外航
天员以及太空游客参与空间站飞
行，不久的将来中国空间站一定会
迎来更多不同身份的航天员。

斑马鱼 金鱼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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