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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

月
"#

日电 （记者吴月辉）
!

月
"#

日，中国科学院在京发布《科技发展新
态势与面向

"#"#

年的战略选择》 研究报告。
报告预测和描述了未来

$

至
%#

年重要领域科
技发展的图景。

报告预测，未来
%#

年世界可能在能源与
资源领域，材料与制造，信息网络，农业，人口
健康，生态与环境，空间与海洋以及重大基础
前沿与交叉等

&

大领域取得重大科技突破。
同时，经研究综合判断，未来

$

至
%#

年世界
可能发生

""

个重大科技事件，如：中微子震
荡实验有望加快破解“反物质消失之谜”，量
子信息技术将成为下一代信息技术的先导和
基础，石墨烯将成为“后硅时代”的新潜力材
料，基于干细胞的新的生命繁衍方式将会出
现等。判断的标准主要是指在世界范围内产

生广泛影响的科技活动及其成果，具体包括：
%

、
在基本科学问题认知方面的重大突破，并引发
系统性科技创新、多元群发的技术创新，如电磁
感应现象的发现与电磁理论的创建；

"

、发现现
有理论体系难以解释或无法解释的新现象，如
发现黑体辐射现象导致量子力学的诞生；

'

、重
大技术突破引发产业创新，或导致重大工具的
出现，有效缓解能源、资源、环境制约，改善人口
健康，对人类生产生活方式产生重大影响，如蒸
汽机和计算机等发明引发的产业革命，抗生素
等发现引发的医学变革；

(

、人类突破极限的重
大活动，如实现载人登月。

报告预测，在未来
$

至
%#

年，中国可能发
生的重大科技突破有

%)

个，如：量子通信将可
能率先取得重大突破，普惠计算将取得重大进
展，干细胞整体研究水平将进入国际第一阵

营，煤炭资源清洁高效综合利用将形成新兴产
业等。判断的标准主要指对中国科技与经济社
会发展有重大影响的科技创新与进步，具体包
括：

%

、对世界科技发展有重要贡献的原始创
新，或能写入世界科技发展史的重大成果，或
可以解决科技界公认的重大科技问题，或开辟
了新的学科方向并成为国际热点领域，如人工
合成牛胰岛素、哥德巴赫猜想的证明、成油理
论创建与大型油气田的发现；

"

、打破高技术壁
垒的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或能带动中国产业跨
越发展，或可对国家安全、改善民生、经济社会
可持续发展作出重大贡献，如“两弹一星”、超
级杂交水稻、合成顺丁橡胶、高性能超级计算
机；

'

、变革性技术创新，开辟新的市场，创造新
的需求，形成新的产业，如侯德榜制碱工艺、
汉字激光照排技术。

未来
$

至
%#

年

这些科学巨变会发生吗？

民盟中央

第十一届专委会成立

关注两岸关系

“北京会谈”研讨会举行

本报北京
!

月
"#

日电 （记者余建斌、赵展
慧）

!

月
"#

日上午，中国首次太空授课活动成功
举行。神舟十号航天员在天宫一号开展了别开生面
的太空授课，为全国青少年演示讲解失重环境下的
基础物理实验。

此次太空授课由航天员王亚平担任主讲，聂海
胜辅助授课，张晓光担任摄像师。

%#

时
#(

分，设
在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的地面课堂开始上课，师
生们共同观看了讲述航天员太空生活的电视短片
《航天员在太空的衣食住行》。

%#

时
%%

分，地面课
堂建立与天宫一号的双向通信链路，太空授课正式
开始，航天员们分别进行了质量测量、单摆运动、
陀螺、水膜和水球等试验，展示了失重环境下物体
运动特性、液体表面张力特性等物理现象，并通过
视频通话形式与地面课堂师生进行了互动交流。

包括少数民族学生、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及
港澳台地区学生代表在内的

''#

余名中小学生，参
加地面课堂活动，全国

&

万余所中学
!###

余万名
师生同步组织收听收看太空授课活动实况。

!

月
"#

日上午
%#

时许，
地球

'##

多千米外的“天宫一
号”连接“地面课堂”。通过
大屏幕，王亚平、聂海胜、张
晓光三位航天员通过演示与互
动，不仅为课堂里的学生上了
一堂基础物理实验课，也让电
视机前的许多中国人感受到了
科学的魅力。

讲什么？早有准备

如何睡觉、如何吃饭、如
何健身……对学生来说，太空
充满了无限的奇妙。“我最好
奇航天员是怎么喝水的。”北
京市工美附中高二 （

(

） 班的
王娜在课堂开始前悄悄地对我
们说。

讲什么？中国的太空第一
课有备而来，中国载人航天工
程办公室为配合此次太空授课
活动，举办了“我问航天员”
———太空授课大型问题征集活
动，如何在失重环境下收回漂
浮的水，如何形成太空中的水
膜和水球等关于“水”的问题
备受关注。

在这次大约
!"

分钟的授
课中，航天员通过质量测量、
单摆运动、陀螺运动、水膜和
水球等

#

个基础物理实验，展
示了失重环境下物体运动特性、液体表面张力特性等物
理现象，并解释了后面的原理。

让想象更亲近科学

有没有遇到
*+,

？是否也能看到星星？地面课堂
中，有的孩子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在大气层外，看到的星星更亮，但不会眨眼睛，每天
可以看到

%!

次日出。这样的情境不禁让人想到《小王子》
里的描述，在小王子的星球上，有一天，他不停地挪动，看
到了

('

次日落，而实际上《小王子》的作者恰恰是一位飞
行爱好者。或者像《阿凡达》的导演卡梅隆，本身就是对海
洋极度迷恋的一个人，为了《阿凡达

"

》的拍摄，下潜到
%

万多米的水下。如果没有人类在太空领域的探索也不可
能有《星际迷航》这样的作品诞生。

激发普通人对太空的兴趣

太空第一课，激发的不单是广大青少年对太空的兴
趣，对普通市民来说也是难得的一次科普。笔者的随机
采访中，不少受访者一听到“太空授课”四个字，立马
就问，你说的是王亚平吧？

不仅电视，许多网站也进行了文字和视频的直播，并
且跟网友之间有互动环节，一些用户边看转播边转发评
论。在果壳问答的新浪微博上，技术迷们还在交流授课中
的一些问题。比如宇航员如何测量体重？太空授课中聂
海胜做了示范，中国使用的是让航天员产生加速度来测
量质量；有篇科普贴还透露了另一个信息，据说美国的
“太空秤”则通过测量振动周期计算出航天员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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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北大附小四

年级学生在收看太空

授课。

本报记者 雷 声摄

【镜头一】漂浮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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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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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神舟十号航天员的
身影清晰出现在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
学报告厅大屏幕上。

王亚平鱼儿一般向舱内摄像机游
来，她是本次授课的主讲。指令长聂
海胜则当起了“助教”，负责配合“主
讲”管理教具，维护课堂秩序。张晓
光是这次授课任务的摄像师，在失重
环境下的他要先用束缚带把自己固定
在舱壁上，再用手持摄像机保持长时
间稳定拍摄。

为了更好展示太空失重状态，指
令长聂海胜盘起腿，玩起了“悬空打
坐”。王亚平用手指轻轻一推，聂海胜
摇摇晃晃向远处飘去。

【镜头二】太空称重

航天员的表演给同学们带来了疑
问：失重环境下，太空中航天员想要知
道自己是胖了还是瘦了，该怎么办呢？
“质量测量仪”派上了用场，这是从天宫
一号舱壁上打开的一个支架形状装置。
聂海胜把自己固定在支架一端，王亚平
轻轻拉开支架，一放手，支架便在弹簧
的作用下回复原位。测量结果表明，聂
海胜的质量是

-(

千克。
王亚平解释说，天宫中的质量测

量仪，应用的是牛顿第二运动定律：
物体受到的力等于它的质量乘以加速
度。实验中设计了一个弹簧能够产生
一个恒定的力，还设计了一个系统测
出加速度，然后根据牛顿第二定律就
可以算出身体的质量了。

【镜头三】神奇单摆

.

形支架上，用细绳拴着一颗明
黄色的小钢球。王亚平把小球轻轻拉
升到一定位置放手，小球并没有出现
地面上常见的往复摆动，而是停在了
半空中。王亚平用手指沿切线方向轻
推小球，奇妙的现象出现了：小球开
始绕着

.

形支架的轴心做圆周运
动———而在地面对比试验中，需要施
加足够的力，给小球一个较大的初速
度，才能使它绕轴旋转。

人大附中早培班学生徐海博提问
道：“航天员老师，您在太空中有没

有上下方位感？”
在聂海胜的帮助下，王亚平以一

套“杂技”动作解答了同学的疑惑：
先是悬空横卧空，紧跟着又倒立起来。

王亚平说，在太空中，我们自身
的感觉在方位上是无所谓，无论我们
的头朝向哪个方向，自身的感觉都是
一样的，不过生活在太空中，我们也
人为定义了上和下，并且把朝向地球
的一侧作为下方，并铺设了地板。

【镜头四】旋转陀螺

地面上常见的玩具陀螺，在太空
中成了好教具。王亚平取出一个红黄
相间的陀螺悬在空中，用手轻推陀螺
顶部，陀螺翻滚着向前移动。紧接着，
她拿出一个相同的陀螺，先旋转起来
再悬浮在半空中，这一次用手轻轻一
推，旋转的陀螺则不再翻滚，而是保
持摇晃着向前奔去。

王亚平介绍说，高速旋转陀螺的
定轴特性在航天领域用途广泛。在天
宫一号目标飞行器上，就装有各式各
样的陀螺定向仪，正是有了它们，才
能精准地测量航天器的飞行姿态。

【镜头五】魔幻水球

王亚平拿起一个航天员饮用水袋，
打开止水夹，水并没有倾泻而出。轻
挤水袋，在饮水管端口形成了一颗晶
莹剔透的水珠，略微抖动水袋，水珠
便悬浮在半空中。

王亚平笑着说：“如果诗仙李白
在天宫里生活，大概就写不出‘飞流
直下三千尺’的名句了，因为，失重
环境下水不可能飞流直下。”

接着，她把一个金属圈插入装满
饮用水的自封袋中，慢慢抽出金属圈，

便形成了一个漂亮的水膜。轻轻晃动
金属圈，水膜也不会破裂，只是偶尔
会甩出几颗小水滴。随后，王亚平又
往水膜表面贴上了一片画有中国结图
案的塑料片，水膜依然完好。这些在
地面难得一见的奇特景象，引起了地
面课堂同学们的连声惊叹。

慢慢地向水膜注水，不一会儿，水
膜就变成了一个亮晶晶的大水球。用注
射器向水球内注入空气，在水球内产生
了两个标准的球形气泡，气泡既没有被
挤出水球，也没有融合到一起。紧接着，
王亚平又用注射器把少许红色液体注
入水球，红色液体慢慢扩散开来，晶莹
透亮的水球变成了“红灯笼”。

【镜头六】太空寄语

奇妙的太空实验结束和解答地面
课堂同学们的问题后，航天员们在距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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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千米外的太空上，为同学们
送来了寄语———

聂海胜说：“愿同学们刻苦学习，
增长知识，为‘中国梦’添彩！”

张晓光说：“深邃太空，奥秘无
穷，探索无止境，让我们共同努力！”

王亚平说：“飞天梦永不失
重，科学梦张力无限！”
（据新华社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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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电 宗兆盾、

赵薇、白瑞雪）

!

中国首次太空授课全记录
!

月
"#

日上午，神舟十号航天员聂海胜、张晓光、

王亚平在远离地面
'##

多千米的天宫一号为全国青少年

带来神奇的太空一课。

天地飞鸿
王亚平“天宫”回信芭芭拉·摩根

本报北京
!

月
"#

日电（余建斌、赵展慧、黄从军）
!

月
"#

日，刚刚完
成太空授课的中国女航天员王亚平，在天宫一号通过电子邮件发出给世界
第一位太空教师、美国前宇航员芭芭拉·摩根的回信，全文如下：

亲爱的芭芭拉·摩根女士：

在遥远的太空收到您的来信，我和我的同事感到很高兴，谢谢您对我

们的关心和祝愿，对您为世界载人航天和教育事业做出的贡献表示敬佩和

敬意。今天，我们顺利完成了太空授课活动，与亿万中国学生一起分享了

太空的神奇和美妙，收获了知识和快乐，希望您和世界各地的教师、学生

看到后能够喜欢。飞行期间，我经常会通过舷窗遥望我们美丽的家园。太

空寄托着人类美好的向往，知识是走向太空的阶梯。我们愿与您一道为开

启全世界青少年朋友热爱科学、探索宇宙的梦想共同努力。

中国航天员王亚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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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于天宫一号

本报北京
!

月
"#

日电 （记者叶
晓楠）中国民主同盟第十一届中央委
员会专门委员会成立大会今天在京召
开。本届专委会共设

%%

个专门委员
会，与第十届专委会相比，新一届专
委会将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分为两个专
委会，并增设生态委员会、社会服务
工作委员会。

本报北京
!

月
"#

日电 （记者任
成琦）以“强化认同互信、探索政治
安排”为主题的“北京会谈”两岸关
系研讨会今天在此间开幕。来自两岸
的

%##

余名专家学者将就“目前两岸
关系的机遇与挑战”等

$

个议题进行
分组研讨。

在“天宫
”神奇演

示 与地面轻
快交流

中国航天员
太空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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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称重

"

神奇单摆

"

旋转陀螺

"

魔幻水球

"

漂亮水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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