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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烟台 C05

“天宫”上随处可见烟台造
“太空冰箱”、失重生理效应实验装置I均产自亚平老家

生理标本咋带回？

有“太空冰箱”

在天宫一号内，王亚平随处可
见到由烟台老家513所研制的设
备。天宫一号内被称为“太空冰箱”
的医用冷储箱就是由烟台513所研
制。513所研制的“太空冰箱”———
医用冷储箱主要用于转运生理标
本返回地球的。

据介绍，在发射前，科研人员
要将蓄冷剂安装在冷储箱内，通过
地面遥控给医用冷储箱加电。医用
冷储箱运行约3小时，箱内温度达
到4±2℃，此时绿灯亮，处于保温
状态。

如果箱内温度高于 4± 2℃

时又处于制冷状态，发射阶段医
用冷储箱一直保持工作状态。入
轨后，医用冷储箱遥控断电，由
航天员手动打开冷储箱电源开
关，医用冷储箱对医学试剂进行
温度控制，对蓄冷剂进行制冷。
航天员按程序将采集医学样品
放 入 医 用 冷储箱冷藏。返回阶
段，由航天员手动关闭冷储箱电
源 开关 ，取出蓄冷剂及生理标
本，放入保温袋，按程序带回地
面。

防止航天员恶心呕吐

有失重生理效应实验装置I

据了解，人长期生活在地面有
重力的环境里，一旦进入失重环

境，身体会发生各种变化，会产生
诸多的不适应，这些变化被称为失
重生理效应。513所研制的用于研
究脑血流、脑点、眼动的失重生理
效应实验装置I就是其中一项。

据介绍，在太空环境下，航天
员的血液会重新分配，下肢血量减
小，头部血量增多，航天员的收缩
压将升高，平均动脉压升高，静脉
压也会上升，舒张压则下降。这些
失重效应会使得航天员的流体静
压梯度消失，找不着方向感，所以
在失重环境中，大多数航天员通常
会出现恶心、呕吐、面色苍白、出
汗、眩晕等现象，从而影响航天员
的工作能力。

为了研究航天飞行对人体的
前庭眼动、心血管及脑高级功能影
响，同步检测动脉脉搏波、静脉脉

搏、脑电和眼动，在天宫一号中我
国首次研究了一种微重力环境下
进行的系统(人体)生理学研究实
验航天医学空间实验设备，这就是
失重生理效应实验装置I。

2012年6月23日，航天员刘旺
在天宫一号中使用失重生理效应
装置I和设备中的各种电极，进行
了首次太空前庭眼动、心血管及脑
功能实验，实现了失重条件下对心
血管功能、对脑功能、对前庭功能
的这种影响的认知研究。

在神舟九号任务中，分别在任
务前的飞行前、中、后进行多次这
样的科学研究实验，首次完成了一
个积累系统研究数据的开始，其研
究结果将成为载人航天任务失重
生理效应防护措施的制定提供理
论依据。

集邮爱好者路上看到“神十”特刊

一口气买了10份《齐鲁晚报》

□记者 李园园 报道

本报6月13日讯 “早上
坐学校班车看到《齐鲁晚
报·今日烟台》上的神十特
刊，回家后横扫了两个报摊
买到了 1 0份，留起来做纪
念。”13日下午，烟台职业学

院退休教师李文耀兴奋地
告诉记者。

12日，神舟十号3枚邮戳
在烟台发布，本报对此进行
了报道。13日下午，集邮爱好
者李文耀向记者表达了感谢
之意。“今早坐学校班车去高
新区，在班车上看到一位老

师拿着一份《齐鲁晚报》，看
到烟台版的神舟十号“乡望”
特刊对邮戳的报道，真是感
谢啊。”李文耀说。

从高新区返回芝罘区
后，李文耀老人专门跑到小
区的报摊，买了10份《齐鲁
晚报》留作纪念。

□本报记者 柳斌 实习生
赵雁宾

13日下午，天宫一
号目标飞行器与神舟
十号飞船实现自动交
会对接，之后3名航天
员以漂浮姿态进入天
宫一号。记者了解到，
天宫一号内，有很多
设备都产自王亚平老
家烟台513研究所。

烟台航天育种专家成功培育“金豆子”

航天大豆让国人放心吃

□记者 曲彦霖 王永军 报道

本报6月1 3日讯 在烟台，有几
位航天育种专家，他们培育出的航天
丹参带动了烟台产业链的发展，此后
又成功培育出航天大豆，扭转了国人
吃大豆大多靠进口的格局。

近日，记者见到了其中一位航天
育种专家徐云增，听他讲述他和航天
育种的故事。航天育种是徐云增的事
业，实现产业化是徐老的梦想。“一粒
种子改变一个世界。”在他眼里，航天
育种对农业、民生有着重要的意义。

2004年9月27日，20克普通丹参种
子搭载第20颗返回式科学与试验卫星
成功升入太空，成功落地后也没有让众
人失望，高产量、高效益为烟台企业孕
育出一条产业链。此后研究培育成功的
航天大豆也被称为“金豆子”，扭转了国
人吃大豆大多靠进口的格局。

我国年需大豆7000万吨，但自产
进1200万吨，其余5800万吨每年考从
国外进口转基因大豆弥补缺口，转基
因大豆对人的健康有着潜在的威胁。
普通大豆每亩产量约1 8 0公斤，航天
大豆亩产量则高达370公斤。

从经济效益上讲，种植航天大豆
比普通大豆每亩增收8 5 2元，航天大
豆所含的蛋白质要比普通大豆高出8

个百分点。对大豆加工企业而言，这
意味着每加工一吨大豆能增加效益
560元。

目前，徐云增研究培育的航天种
子涉及蔬菜、粮食、保健、药材等各领
域，然而不管是经济作物还是粮食作
物，徐云增意识到仅仅为百姓服务还
不够，农民要增收，企业要创利润，国
人要吃上放心食品。

种子退化是农业发展面临的重
大问题，“农业发展的关键在于农业
创新，必须从种子开始。”徐云增说，
有了原材料才能有副加工，但有了好
材料没有好的加工设备仍然造不出
好东西，因此一条健全的产业化链条
才是最终落脚点。

“现在关键的问题是大面积推广
和产业化，这方面还需一个过程。”徐
云增说，下一步，他们将不断向社会
输送优良的航天品种，吸引和凝聚高
层次人才，形成产、学、研、销一体的
产业链条，通过企业+农户的方式实
现农民增收致富，企业创高利润，国
人吃上安全食品。

航天丹参和航天大豆已经走向
产业化，并给社会带来了很大反响，
徐云增希望航天育种能够引起当地
政府的重视，也希望有更多高素质的
企业家经营，最终实现产业化。

将普通种子送往
太空，使其在太空中
的独特环境下进行变
异

航天大豆培育成
功后，从经济效益上
讲，每亩比普通大豆
增收852元

航天大豆所含的
蛋白质要比普通大豆
高出8个百分点

普通大豆每亩产
量约180公斤，航天大
豆亩产量则高达370公
斤制图：孙雪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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