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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 舟 十 三 号 在
轨期间，我们完成了国
际上首例从人体尿液中
的肾上⽪细胞，通过基
因重编程的⽅式，把它
转化成具有多种功能的
干细胞，又分化成为心
肌细胞。通过基因编辑
技术，我们编辑了一个
荧光蛋白，看到了在细
胞收缩中钙信号的闪烁
过程。”李莹辉说，这
是人类首次观测到失重
条件下心肌细胞的收缩
过程。利用心肌细胞对
重力敏感的特性，科研
工作者根据航天员在轨
实验观测的情况，⽐对
心肌细胞在重力条件和
失重条件下的收缩过程
和特点，从⽽更好地了
解失重环境对人体的影
响。

“这个技术一⽅面
可以来了解失重条件下
的心血管变化特征，另
一⽅面也对大众健康、
人类的再生与衰老，包
括人类的长寿和心脏病
的发生提供了非常好的
实 验 模 型 。 ” 李 莹 辉
说。

此 外 ， 依 托 中 国
空间站和神舟十三号，
我国科研工作者还完成
了国际上首次⽪肤干细
胞长期失重条件下的悬
浮培养实验等。专家介
绍，开展这样的细胞空
间实验，将有助于人类
更好地认识生命、突破
⾃身。

“天宫课堂”深播

科学种子，太空科普成
为常态

当 地 时 间 4 月 9
日，“天宫问答”——
中国神舟十三号航天员
乘组与美国青少年互动
活动在中国驻美国大使
馆举行。美国青少年对
航天员们在太空生活提
出了各种奇思妙想的问
题，航天员翟志刚、王
亚平、叶光富分别进行
了回答。

得益于天地通话技
术发展，在太空常驻并
不意味着“与世隔绝”
，“天地互动”成为航
天员生活的常态。在地
面支持下，神舟十三号
飞行乘组利用工作训练
间隙参加了元旦“京港
澳天宫对话”活动，举
办了中国人首次天宫画
展，与广大青少年开展
天地互动交流，进行了
别具特色的科普教育和
文化传播活动。

在中国科技馆地面
主课堂的大屏幕上，实
时画面从绕着蓝色地球
飞行的空间站，转换到
了宽敞整洁的空间站核
心舱中，一个黄色陀螺
旋转着出现在镜头中，
王亚平的声⾳响起：“
太空探索永⽆止境，随
着不断旋转的陀螺，我
们 已 经 从 神 舟 十 号 任
务，进入到了空间站时
代。欢迎来到‘天宫课
堂’！”王亚平和同学
们打起招呼，并风趣地
介绍身边的“感觉良好

乘组”。

在最高处授课，也
在最深处播种科学的种
⼦。2021年12月9日，“
天宫课堂”第一课正式
开 讲 。 这 是 时 隔 8 年 之
后 ， 中 国 航 天 员 再 次
进行太空授课，也是中
国空间站太空授课“首
秀”。在约60分钟的授
课中，航天员翟志刚、
王亚平、叶光富介绍展
示了空间站工作生活场
景，演示了微重力环境
下细胞学实验、人体运
动、液体表面张力等神
奇现象，讲解实验背后
的科学原理。

太 空 “ 冰 雪 ” 实
验、液桥演示实验、水
油分离实验、太空抛物
实验……3月23日，“天
宫 课 堂 ” 再 次 开 讲 ， 3
名“太空教师”以天地
互 动 的 形 式 演 示 了 实
验，并介绍与展示了空
间科学设施。

中国空间站是国家
太空实验室，也是重要
的太空科普教育基地。
充满奇思妙想的太空授
课，让科学的种⼦在亿
万青少年的心里生根发
芽。

“今年中国空间站
将全面建成，载人航天
科普工作也会常态化地
开展，‘天宫课堂’是
我们重点要打造的一个
科普品牌。”中国载人
航天工程办公室表示，
中国空间站的条件以及
天地通信的保障条件都
很好，航天员与地面互
动交流、开展科普活动
将会常态化。

各⽅就位期待英雄
凯旋，神舟十二号、神
舟十三号两个乘组飞行
为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

作出了卓越贡献

“通报落点坐标，
东 经 1 0 0 ° 0 4 ′ … … ”
阵地指挥部通报落点坐
标，5架直升机、18台搜
救车辆分别从临时空地
集结点出发，前往各⾃
待命区域。第四次预报
落点后，空中分队收拢
飞行，先后到达着陆点
依次降落。

这是酒泉卫星发射
中心东风着陆场进行第
三次全系统综合演练的
场景。目前，东风着陆
场所有搜救力量已经全
部进场，各大系统进行
了分系统训练，组织了
系统间匹配练习，后续
还将计划进行多次全系
统综合演练。针对神舟
十三号返回新模式，东
风着陆场搜救回收大队
采取多种措施，确保航
天员安全返回。

“ 神 舟 十 三 号 任
务，航天员在轨6个月，
属于长期在轨驻留，我
们在神舟十二号任务基
础上，在地面医监医保
的保障⽅面做了一些新
探索，并通过综合演练
完善⽅案和预案提高完
成任务的能力。”中国
载人航天工程着陆场系
统 副 总 设 计 师 卞 韩 城
说。

万事俱备，只待3名
航天员平安回家。谈到
神舟十三号“太空出差
三人组”，中国载人航
天工程总设计师周建平
说，他们的身体状况和
心理状态都很好，4月中
旬返回地面，这也标志
着中国空间站关键技术
验证阶段的结束。

2021年以来，我国
载人航天工程已成功实
施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

阶段5次飞行任务。今年
是空间站建造决战决胜
之年，根据任务安排，
将组织实施空间站问天
舱 、 梦 天 舱 、 货 运 补
给、载人飞行等6次飞行
任务，完成空间站在轨
建造，建成在轨稳定运
行的国家太空实验室。
目前，执行空间站建造
阶段2次载人飞行任务的
航天员乘组已经选定，
正在开展任务训练。

周 建 平 透 露 ， 神
舟十四号今年发射升空
后，航天员将于在轨期
间 迎 接 2 个 实 验 舱 的 到
来。今年年底前，神舟
十五号航天员还将飞往
中国空间站，与神舟十
四号航天员“会师”太
空。

“ 这 将 是 一 个 非
常值得期待的时刻。届
时，一个由3个舱段、2
艘载人飞船和1艘货运飞
船构成的，总质量近100
吨，乘载了6名航天员，
还装载了空间生命和生
物科学、材料科学等大
量先进实验装置的中国
空间站，将呈现在世人
面前。”周建平说。

6个月，是目前中国
航天员连续在轨飞行时
长的最高纪录。未来，6
个月将会成为中国空间
站运营期间航天员乘组
常态化驻留周期。

星河灿烂，人们期
待英雄凯旋。“神舟十
二号、神舟十三号两个
乘组的飞行，为空间站
关键技术验证作出了卓
越贡献。”周建平说，
目前的飞行结果分析和
初步评估表明，我国载
人航天工程各系统全面
满⾜工程技术要求，主
要功能性能指标均超出
了设计目标。（完）

 神舟十三号回家进入倒计时 
网友：欢迎三位英雄回家（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