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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生活 身心愉悦
“神十一”与“天宫”成功“牵手”，景海

鹏、陈冬2名航天员入住“天宫”，开启太空之
旅。“天宫”环境适宜，温度控制在 19℃到
23℃，湿度为 50％左右，氧气浓度与地面一
致，同时，对舱内的有害气体、微生物进行过
滤、清除，保持舱内空气清新。
“天宫”里面还为航天员准备了外部绣有祥

云图案的睡袋，还有保暖内衣、保暖裤、运动服、
运动袜等。考虑到太空工作的特殊需求，这些衣
服设计特别，有的装有电缆，有的口袋用于放置
辐射测试仪等。由于“天宫”先行，为保持食物新
鲜，航天员的食物是由“神十一”携带升空的，饮
用水、氧气则是“天宫”储备。
“神十一”在轨飞行以来，2名航天员状态

良好，进食及睡眠一切正常，各项工作开展良
好，顺利度过失重适应期。同时，他们的生活
可谓丰富多彩，“天宫二号”安装了太空锻炼器
材，包括特殊的跑步机用于全身锻炼、健身自
行车用于锻炼下肢肌肉以及拉力器用于锻炼肩
部和背部肌肉。另外，为了解决在失重状态下
如何跑步的问题，跑步机上配备了橡皮带，当
航天员站在跑步机上时，把橡皮带背在肩上，
可以防止人漂浮起来。

航天员可以天地同步收看晚间中央电视台
的《新闻联播》及别的节目，还可以与地面视频通
话，往来电子邮件，缓解思乡之苦。值得一提的
是，10月24日是航天员景海鹏50岁生日，7时10
分，代号“北京”的“天宫二号”总调度戴堃给他送
去了来自地球的第一声生日祝福。

紧张实验 循序渐进
航天员进入“天宫”后，投入到紧张的实

验工作之中。自航天员进入“天宫”把蚕宝宝
从“航天服”中取出来后，它们跟随在轨约10
天，每只蚕宝宝都白白胖胖、健健康康，已经
开始吐司结茧了，太空中吐得丝到底有何不

同？实验结果令人期待。很多人搬新家都喜欢
在屋里栽种一些绿色植物，航天员也不例外。
不同的是，种这些植物并不仅用来装点“天
宫”，还是一项重要的科学实验。两名航天员忙
碌了3个多小时，才把植物种植箱组装好。

航天员种植的是9颗生菜种子。之所以带生
菜来太空，是因为生菜的生长周期刚好是 30
天，跟航天员“天宫”驻留时间吻合。这次种
植的生菜不会被食用，而是作为实验样本采集
相关数据。据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环控生保研
究室王隆基介绍，此次实验的意义在于：中期
驻留有30天，通过植物实验，除了采集有关数
据，还会对航天员带来身心方面的愉悦，提高
在轨工作效率。

航天员还进行了人类史上首次太空脑机交
互实验，整个实验持续了30分钟。脑机交互是
目前国际上的尖端技术，即在不使用语言和动
作的前提下，仅依靠大脑思维实现指挥控制。
航天员在太空环境中完成复杂任务受到极大限
制，脑机交互可不依赖外周神经和运动系统，
将航天员的思维活动转化为操作指令，同时又
能监测航天员的脑力负荷等神经功能状态，实
现人机相互适应，减轻作业负荷，是最理想的
人机交互方式。

另外，“天宫二号”还释放了自己的伴飞卫
星，主要用于对“组合体”进行飞越观测；相
对“组合体”或者“天宫”，伴飞小卫星在一定
的位置进行驻留试验等。

值得一提的是，航天员是在组合体进入中继

卫星天链03星的测控弧段实时收看《新闻联播》
的，显示中国天地通讯系统能力进一步提升。

寻求突破 促进合作
今天的中国航天事业欣欣向荣，中国作为

领先航天大国的地位日益巩固。2016年以来，
中国连续在航天领域取得佳绩：启用海南文昌
航天发射场，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长征七
号”首次发射成功，世界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
星“墨子号”升空，“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入
轨，“神十一”携两名航天员飞天……此外，中
国的空间站和外星探测等计划都在稳步推进，
正在按照三步走的策略平稳前行。

法国权威中国航天问题专家、《神舟，中国
人在太空》等多本相关书籍作者菲利普?库埃认
为，实现本次太空驻留任务，不仅将提升中国
对载人航天技术的掌握水平，也将进一步巩固
中国在国际载人航天舞台上的地位，从而真正
成为一个不可否认的航天强国。

德中太空合作项目负责人布朗博士表示，
“天宫二号”项目为未来的国际空间合作提供了
新契机。由于目前对国际空间站到期退役后的
“身后事”尚无定论，德国宇航界希望中国空间
站能如期建成，为太空实地科研提供机会。
“国际空间站最迟到2028年将停止使用，此

后可能会出现一个不明朗的过渡期。中国的空
间站或许将成为能提供太空环境下进行研究的
唯一场所。”布朗说。

同时，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副主任杨
利伟曾在采访中透露：“中国空间站预留了很多
将来与世界各国进行合作的平台，设计了能与
其他航天器对接、进行舱段级合作的接口。”

他介绍，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开展了大量国
际合作，在空间站发展中，中国愿意以更加开
放的姿态在方案设计、设备研制、空间应用、
航天员培养、联合飞行等方面拓展交流合作。

本次任务作为建立中国空间站之前的最后
一次载人航天，不仅巩固了航天大国的地位，
还为空间站奠定基础，促进国际合作。

搭载着“天宫二号”升入太空的三维成像微波高度
计，是国际上第一次实现宽刈幅海面高度测量并能进行
三维成像的微波高度计。在轨运行期间，可为研究全球
的海洋动力环境（包括海平面高度、海面风浪和洋流）
提供直接的科学观测数据，同时为全球能量交换、气候
变化的研究提供不可或缺的科学依据。

“天宫”观海的必要性
浩瀚而又神秘的海洋不仅仅是人类最大的资源库，

蕴藏着极为丰富的生物、化学、矿产资源和能源，还是
自然界水循环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地球上的气候、
水文生态环境有极其重要的影响。

海平面高度是最基本的海洋水文参数之一，与全球
水循环关系最为密切。由于气候变化、海水热容量变
化、地球自转等原因，海平面始终处于升降变化之中。
升降幅度较小，或按照一定的周期发生有规律的升降变
化属于“正常”的升降活动，一般不会引发自然灾害。
而“异常”的升降活动是指海平面高度突发性、超常规
地上升、下降的现象，往往夹杂在“正常”的升降活动
之中不易辨别，这就对高度计精确度提出了更高要求，
如“厄尔尼诺现象”中，海平面的变化幅度仅为分米
级，只有微波高度计能够敏锐捕捉到。
“这个三维成像微波高度计能以几厘米到十几厘米

的精度精确测量数十公里观测幅宽范围内的海平面高
度，并且获得海面的三维形态。”“天宫二号”微波成像
高度计分系统主任设计师张云华表示，“国际上还没有
能实现这样功能的雷达设备在轨运行。”

海洋水下环境能反映到海平面的变化上，所以“天
宫二号”三维成像微波高度计除感知海平面高度的细微
变化外，另一重任就是对海洋水深进行测量。

全球的海洋水下环境十分复杂，有不同高度的海山

和不同深浅的海沟，海底呈现复杂的地形特征。三维成
像微波高度计通过对海洋水深的精确测量，进而反演海
底地形。张云华表示：“这是实现海洋测绘的重要技术手
段之一。”

人类对水下环境的掌握对保障航海安全至关重要，
同时只有深入地、清晰地了解海洋环境，才能更加高效
地开发和使用海洋资源。

测量实验的先进性
“天宫二号”所搭载的三维成像微波高度计是基于干

涉测量技术获得三维海面形态、测量海平面高度的仪
器。它是由双天线、双前端、双接收机、双功率放大器

功发、发射机、频综器、数控单元以及电源等12台单机
组成，其中天线采用波导缝隙阵列天线形式，是中国目
前在Ku波段（电磁波通过频率划分的其中一种波段）同
类天线整体加工焊接尺寸较大的天线。Ku波段的大功率
固态功放也是中国在该波段300W量级功放的首次星载
应用。

在测量海平面高度时，它利用小入射角、一发双收
的双天线和双通道接收机获取高相干海面回波，利用高
度计的高精度干涉相位测量能力以及波形跟踪能力，精
确获得宽刈幅范围内描述海面高度的干涉相位信息。最
后，通过对干涉相位信息进行处理、精确、恢复高度计
的双天线相位中心与测量海面点的几何关系，从而确定
平均海平面的高度值。

对于什么是“宽刈幅”，张云华解释说，“宽刈幅”
是指垂直于飞行方向的观测/测绘范围（即幅宽）达到数
十公里。

相比于传统海洋高度计在海洋观测中只能获得星下
点3000米左右观测的范围，即获得沿轨迹方向星下点的
一维海平面高度测量，“天宫二号”搭载的这个微波高度计
在三维海洋表面观测方面幅宽提高10倍，观测刈幅可以
达到几十公里，观测效率和性能得到极大的提升，进而提
高了对海洋环境的监测效率和对海洋灾害预报的能力。

此次三维成像微波高度计的在轨运行，是中国星载微
波遥感技术的一次重大突破，可为中国新一代的海洋动力
环境观测卫星提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微波载荷。同
时，它也是国际上第三个星载双天线微波干涉雷达。

从事教育工作多年来，我目睹了

不少教育失败的案例，其中最典型

的，就是西方学者提出的“彼得?潘
症候群”和“情绪障碍”的现象，这

在“95后”和“00后”身上尤为突出。前

者主要体现为无限延长早已消逝的

童年时代，而后者体现为缺乏与同龄

人的沟通能力，沉溺于网络世界，出

现易怒，暴躁，焦虑等情绪化的现象。

对此，家长和老师不禁疑惑，孩子来

到世界上时是一张白纸，日复一日地

被外力塑造成今天的模样，到底是什

么导致了一个天真纯洁的小天使，变

成了一个“巨婴”，甚至“混世魔王”？

父母的溺爱和过度保护无疑是

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现代父

母陪伴孩子的时间少了，觉得亏待

了孩子，就尽可能地为他们扫除人

生中的任何障碍，学习问题就请家

教，劳动问题就请保姆，凡事尽量

代劳，决不让孩子亲历亲为，一批

上大学把球鞋扔进洗衣机和衣服一

起洗、花钱毫无节制、毫不体谅父

母的“问题少年”由此应运而生。

事实上，正如一位美国专家在她的

著作《膝盖破皮的馈赠》当中所表

达的，当一个父亲不远千里地去学

校为孩子代劳清洁工作的时候，他

实际上是在亏待孩子，因为孩子失

去了培养责任感的机会；而当一个

慈母拒绝让孩子去打零工或者进行

课外劳动的时候，事实上剥夺了孩

子了解社会、体验工作乐趣的机会。

生活中不乏这样的案例，有两名同样来自于富裕家

庭的学生，一名长到了18岁，生活尚不能自理，在国外

读着高中，但凡是大考、小考都要父母飞往国外陪同照

顾，甚至每次上课时还要抱着娃娃，结果这个逃避劳动

的孩子不但无法通过标准化考试，也很难融入同学圈

子；另一位孩子则每逢寒暑假就被父亲送往家族的工厂

中接受培训，和工人同吃同住，一旦开小差就要被主管

严厉斥责，可想而知，这个孩子非常自律、勤奋、体谅

他人，身上丝毫没有“公子哥”的架子，在学校也顺理

成章地承担起管理社团的任务。

适当的、力所能及的体力劳动对学生来说，是一种

义务，更是一种权利，其与知识的增长和智力的发育从

来就不矛盾，相反，两者相得益彰。事实也往往如此，

我们常看到常春藤的天之骄子、麻省理工的数学天才，

寒暑假，甚至平常上课之余，都要常常去做兼职，当餐

厅服务员、割草工或是洗碗工。他们正是通过这种劳动

的历练，既增强实际动手能力，又培养了独立自主的精

神，成就完善的人格特质。事实上，当父母觉得少一点

劳动让孩子的生活更轻松乃至更幸福的时候，他们才是

真正地亏待了孩子，因为孩子们根本没有侥幸收获到幸

福，而是彻底丧失了长大的能力。

劳动铸造幸福，因为它是通往人格独立的不二之

途。从童年到青少年阶段，是孩子树立正确劳动观，人

格成熟的关键时期，对于一些中国家长来说，亡羊补

牢，为时未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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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7日，第十八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艺术教

育”板块走进上海市盲童学校。丹麦米什玛什剧团《罗

密欧与朱丽叶》的演员们，为了让盲童们零距离体验戏

剧的魅力，不仅呈现了精彩的表演，还手把手地与孩子

们互动。图为演员让孩子们通过触摸和语言交流，感受

戏剧的魅力。 新华社发

盲童体验国际“艺术教育”

近日，来自全国的100名具有科创特长的中学生走进

上海交通大学，在实验室和学生创新中心老师的指导

下，学习机器人组件和编程、操作3D打印、体验激光切

割等创新实践课程。 新华社记者 刘 颖摄

“小科学家”走进上海交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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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宫”和“神十一”自10

月19日成功“牵手”后，已在

太空组合飞行了10天，期间，

景海鹏和陈冬两名航天员在“天

宫二号”实验舱内的生活可谓是

紧张忙碌、丰富多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