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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9 日，载人航天工程空间应用暨空

间站高等植物培养实验阶段性进展情况介

绍会在北京和上海两地举行。

7 月 29 日，载有实验样品拟南芥种子和

水稻种子的实验单元在中国空间站问天实

验舱正式启动实验。这也是国际上首次对

水稻在空间站“从种子到种子”全生命周期

的培养研究。

如今，时间已过去一个月，这些拟南芥

种子和水稻种子的生长情况如何？据介绍，

截至目前，问天实验舱各有效载荷状态良

好、工作稳定，随舱发射科学实验项目在轨

实验按计划开展。载有实验样品拟南芥种

子和水稻种子的实验单元，已由航天员安装

至问天实验舱的生命生态通用实验模块中，

目前植物已经发芽生长。

探索微重力怎样影响
和控制植物开花

在空间站，植物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微重

力环境。

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

心（以下简称“分子植物卓越中心”）郑慧琼

研究团队承担了“微重力条件下高等植物开

花调控的分子机理”生命科学实验项目。

郑慧琼表示，本次实验项目将聚焦 3 个

关键科学问题：微重力怎样影响开花？微重

力影响植物开花的分子机理是什么？能否

利用微重力环境作用来控制植物的开花？

“开花是植物结出新一代种子的前提。

农作物的种子既是粮食，也是繁殖下一代的

载体。想要真正解决人类长期空间探索的

粮食保障问题，这些基础探索必不可少。”郑

慧琼说。

实际上，从 20 世纪 50 年代发射第一颗

人造地球卫星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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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成 为 空 间 生 命 科 学 最 为 关 注 的

问题。

当前，科学家们的研究重点逐渐由对植

物幼苗阶段的研究扩展至种子生产研究。

但是，目前只有油菜、小麦和豌豆少数几种

作物在空间完成了从种子到种子的实验。

同时，在空间条件下，植物开花时间延迟、开

花数目少、种子结实率低和种子质量下降等

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因此，迫切需要研究如

何控制植物发育的关键环节——开花的调

控机理，为改进空间植物培养技术和探索更

多适应空间生命保障要求的粮食作物生产

提供指导。

高秆水稻幼苗已长至
30厘米左右

7 月 28 日，载有实验样品拟南芥种子和

水稻种子的实验单元，由航天员安装至问天

实验舱的生命生态通用实验模块中，通过地

面程序注入指令，于 7 月 29 日启动实验。“随

后，航天员又开展了拟南芥和水稻种子的注

水，开始在轨实验，温度、湿度、光照控制正

常。”郑慧琼说，“通过下行的图像数据分析

判断，目前，拟南芥幼苗已长出多片叶子，高

秆水稻幼苗已长至 30 厘米左右，矮秆水稻也

有 5—6 厘米，生长状态良好。”

本次空间实验样品拟南芥和水稻是两

种 模 式 植 物 。 拟 南 芥 代 表 双 子 叶 、长 日

照、十字花科植物，青菜、油菜等蔬菜属于

十 字 花 科 。 水 稻 属 于 单 子 叶 、短 日 照 、禾

本 科 植 物 ，小 麦 、玉 米 等 粮 食 类 作 物 属 于

禾本科。

科研团队表示，后续还将完成拟南芥和

水稻在空间“从种子到种子”全生命周期的

实验，并在实验过程中由航天员采集样品、

冷冻保存，最终随航天员返回地面进行分

析。“我们的计划是航天员返回前 10—15 天

采 集 种 子 ，航 天 员 返 回 时 带 回 来 。”郑 慧

琼说。

郑慧琼说：“希望通过本次研究，在国际

上首次完成空间微重力条件下水稻‘从种子

到种子’全生命周期的培养实验，并获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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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分子基础、

利用水稻进行空间粮食生产提供重要理论

指导。”

同时，研究团队希望通过转录组分析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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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解析空间微重力条件下长日照

和短日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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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天实验舱载荷状态
良好

7 月 24 日 14 时 22 分，问天实验舱在我

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问天实验舱

是中国空间站第二个舱段，也是首个科学实

验舱，上面搭载了生命生态实验柜、生物技

术实验柜等科学实验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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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黎平介绍，截至目前，各有效载荷状态良

好、工作稳定。

“科学实验柜初始状态设置、基本功能

测试正常，在轨测试有序开展；随舱发射科

学实验项目在轨实验按计划开展；空间环境

保障及时有力；地面系统运行高效稳定；后

续各项工作安排有序推进。”赵黎平说。

赵黎平介绍，航天员于 7 月 28 日完成了

生命生态实验柜通用生物培养模块解锁、状

态设置、辐射测量模块和植物培养单元安

装。8 月 8 日和 8 月 12 日，航天员完成了变

重力科学实验柜、科学手套箱、低温存储柜、

生物技术实验柜的解锁和组装。组装完成

后，变重力科学实验柜、科学手套箱、低温存

储装置开展了既定的在轨测试内容，通过下

行遥测数据和工程数据判断，相关科学实验

柜 及 科 学 实 验 系 统 工 作 正 常 ，载 荷 状 态

良好。

问天实验舱发射后，空间环境保障分系

统 24 小时监测空间环境的变化情况。根据

目前空间环境监测数据分析，近期太阳活动

水平极低到低，地磁活动以平静至微扰为

主，有利于空间站各项在轨工作的开展。

问天实验舱为科研人员在太空进行更

多科学实验提供了更大空间和可能。中科

院院士、分子植物卓越中心主任韩斌说：“现

在有了问天实验舱可以更长时间地培养植

物，这就给我们这次选取粮食作物——水稻

培养提供了可能。特别是看它在微重力、密

闭的条件下种子如何生长。”

上图：问天实验舱内微重力条件下水稻

的生长发育情况组图。

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

心供图

问天实验舱开展拟南芥和水稻“从种子到种子”全生命周期实验

在中国空间站种植物
本报记者 吴月辉 余建斌 黄晓慧

7 月 24日，中国空间站
首个科学实验舱问天实验舱
成功进入太空，随后，载有实
验样品拟南芥种子和水稻种
子的实验单元正式启动实
验。这也是国际上首次对水
稻在空间站“从种子到种子”
全生命周期的培养研究。一
个月过去了，植物在空间站
生长情况如何？微重力如何
影响植物开花？这些发现将
为探索更多适应空间生命保
障要求的粮食作物生产提供
指导。

核心阅读■科技自立自强R 在城市的夜晚走进博物馆，会是怎

样的体验？两个小时里，在文博天地中

遨游，与 300 余件动植物和矿物标本亲

密互动……暑假期间，浙江自然博物

院推出 24 小时博物馆，试行周末夜间

开放，带来全新体验。刚刚过去的这

个夏天，许多博物馆夜间开放、延时开

放呈现常态化趋势，让珍贵的文物展品

在夜晚“亮起来”。

不断升温的文化需求，凸显了人

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于上班族而

言，结束白天忙碌的工作，夜晚是休闲

放松、学习充电的好时机。夜间开放

的博物馆，给人们创造了与“文化”相

遇更便利的机会。据报道，湖北武汉

横渡长江博物馆夜场开放首日，总客

流量比以往同期增加 1 倍多。旺盛的

人气，印证了人们对于博物馆更灵活

开馆时间的期许，博物馆开启“夜间模

式”正是顺应人们需求之举。

持续升级的服务，折射出博物馆

激活优质文化资源的探索。公共博物

馆延长入馆时段，不断满足群众的多

样化需求，正是扩大优质文化产品供

给的题中之义。夜晚开放，也给博物

馆提升观展体验带来了更多可能。不

同于白天的视觉感受，夜色为博物馆

添上一抹独特的色彩，“夜游”的别样

体验对于公众有着强烈的吸引力，也是文博资源有待发掘的新

空间。

然而，点赞的同时也要注意到，博物馆夜间开放需要循序

渐进，弹性扩容。看似只是延长数小时的服务时间，但远非增

加几名工作人员、重复利用现有场地那么简单，还需要科学统

筹文物安全以及活动策划、运营管理等方面。归根结底，无论

日场、夜场，能否提供高质量的展览和活动，决定着博物馆的

吸引力，也考验着博物馆运营者的专业水平。

城市的夜晚，在华灯如瀑的高楼大厦，也在满载精神食粮

的文化场所，而后者更彰显一座城市的人文底蕴。近年来，各

地都在发力夜间文旅，北京延长剧院、剧场、图书馆、书店等开

放时间，上海市民夜校推出多样化课程……一盏盏亮起的灯，

为多姿多彩的都市拼图增添了有文化味的一角。这既是城市

创新升级公共文化服务的责任担当，也让今天的美好生活更

有质感和温度。日落霞消，月上柳梢，走，一起去夜游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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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博物馆延长入
馆时段，不断满足群众的
多样化需求，正是扩大优
质文化产品供给的题中
之义

据新华社武汉 8月 29日电 （记者胡喆、黎昌政）记者从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获悉：8 月 29 日，由该集团自主研

制的 AG600M 全状态新构型灭火飞机在湖北荆门漳河机场

水上首飞成功。

29 日 8 时 52 分 许 ，首 飞 机 组 驾 驶 着 全 新 消 防 涂 装 的

AG600M 飞机从荆门漳河机场滑行入水，随即从水面腾空而

起，在空中平稳飞行 18 分钟，完成一系列既定试飞科目后，于

9 时 10 分顺利降落漳河水库。飞机状态良好，操纵系统正常，

各系统运行稳定。

AG600M 飞机于 2022 年 5 月 31 日实现陆上首飞成功后，

机组和设计团队、试飞团队一起参与飞机的优化设计、外场科

研试飞等工作。在团队的共同努力下，AG600M 陆上首飞后

仅不到百日就顺利完成了水上首飞。

AG600M 全状态新构型灭火飞机水上首飞成功

本报合肥 8月 29日电 （记者田先进）近日，安徽省委宣

传部等 9 部门联合出台《安徽省关于推进博物馆改革发展实

施方案》，持续推进博物馆事业高质量发展。方案明确，到

2025 年，安徽力争形成布局合理、结构优化、特色鲜明、体制

完善、功能完备的博物馆事业发展新格局，博物馆发展质量显

著提升，全省博物馆数量达 260 家，国家等级博物馆总数达 60
家。到 2035 年，安徽全省博物馆体系更加成熟定型，博物馆

社会功能更加完善。

安徽推进博物馆改革发展

本报长春 8 月 29 日电 （记者孟海鹰、郑智文）28 日，第

十七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闭幕式暨颁奖典礼在吉林长春长影音

乐厅举办，“金鹿奖”十大奖项揭晓。今年共有 15 部影片入围

角逐“金鹿奖”。电影《长津湖之水门桥》摘得本届中国长春电

影节“金鹿奖”最佳影片奖。

中国长春电影节是全国第一个以城市命名的电影节，创

办于 1992 年，其最高奖为“金鹿奖”。自 2021 年起，中国长春

电影节办节周期由两年一届调整为一年一届。

第十七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闭幕

本报南京 8月 29日电 （记者王伟健）“送君送到太湖边，

草木含情泪涟涟。廉吏名垂千秋史，百姓永记好巡检……”连

日来，由江苏苏州市纪委监委联合苏州市锡剧团创排的大型

廉政锡剧《雪篷送米图》开展市县巡演。

近年来，苏州市纪委监委大力实施廉洁文化原创精品孵

化工程，与苏州昆剧院、苏剧团、锡剧团、评弹团等 10 余家戏

曲社团建立常态长效沟通协作机制，将本地家喻户晓的历史

题材故事搬上舞台，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精心打造了昆曲

《十五贯》、苏剧《况钟兴学》、中篇弹词《顾炎武》等廉洁主题戏

曲 20 余部，演出 500 余场次，覆盖观众约 17 万人次。观众在

喜闻乐见、寓教于乐的曲艺作品中品廉韵、扬正气。

苏州加强廉洁主题戏剧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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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6 日，“时间的故事”展览在北京鼓楼开展，数字沉浸展和原状陈列展面向公众开

放。展览将古老建筑与数字创意相结合，通过丰富的交互体验活动，生动展示中轴线沿线

古建筑的魅力。

上图：观众在参观“时间的故事”展览。 杜建坡摄（影像中国）

右图：北京鼓楼一层展厅。 新华社记者 陈钟昊摄

走进鼓楼，探寻“时间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