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秋季防火期这些常识要牢记！

秋季大风天气多，降水少，天干

物燥，极易引发火灾。为有效预防和

减少火灾事故发生，请牢记这些家

庭防火常识。

不要私拉乱接电线，要使用安

全的保险丝，严禁使用铜丝代替保

险丝。

当家用电器长时间、超负荷使

用时，极易引发火灾。为防止火灾的

发生，家用电器应摆放在防潮、防

晒、通风处，周围不要存放易燃易爆

物品，各种插座应远离火源。

家中一旦起火，必须保持冷静。

对初起火灾应迅速清理起火点附近

可燃物，并迅速利用被水打湿的被

褥、水及其他简易灭火器材控制和

扑救。救火时不要贸然打开门窗，以

免空气对流加速火势蔓延。

家中宜配备家用灭火器，常见

的手提式干粉灭火器使用方法:占据

上风方向，拔去灭火器保险销，手握

喷嘴，对准火焰根部，将灭火器上部

手柄压下，左右扫射，快速推进，直

至火焰熄灭。

要掌握火场逃生的基本方法，

清楚住宅周围环境，熟悉逃生路线。

白炽灯泡、日光灯与可燃物之

间保持至少0 . 5米以上的安全距离。

不要用布、纸等可燃物做灯罩，在散

热条件较差灯具附近的电线，应使

用耐热绝缘保护套。

(来源：中国应急信息网)

客户部：85196192 85196239

汽车事业中心：85196533

房产事业中心：85196379

健康民政新闻事业部：85193749

教育新闻事业部：85196867

财经新闻事业中心：85196145

产经新闻事业中心：85196807

风尚齐鲁全媒体中心：85196380

文旅全媒体中心：85196613

地方事业部：85196188

招聘、分类广告部：85196199

视频中心：82625465

互联网与科技事业部：85196382

大数据中心：82625452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服务电话

A04 要闻

天上地下互动，孩子们大呼过瘾
“天宫课堂”将持续开展太空授课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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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10月12日电
10月12日16时01分，“天宫课

堂”第三课在中国空间站开讲，
新晋“太空教师”陈冬、刘洋、蔡
旭哲为广大青少年带来一场精
彩的太空科普课。

这是中国航天员首次在问
天实验舱内进行授课。

在约50分钟的授课中，神舟
十四号飞行乘组航天员陈冬、刘
洋、蔡旭哲生动介绍展示了空间
站问天实验舱工作生活场景，演
示了微重力环境下毛细效应实
验、水球变“懒”实验、太空趣味
饮水、会掉头的扳手等神奇现
象，并生动讲解了实验背后的科
学原理。此外，航天员还重点介
绍了在中国空间站开展的水稻
和拟南芥种植研究情况，展示了
科学手套箱剪株操作。

授课期间，航天员通过视频
通话形式与地面课堂师生进行
了实时互动交流，地面课堂专家
也就有关科学问题进行认真解

析。
此次活动，在中国科学院空

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设地面
主课堂，在山东菏泽、河南郑州、
云南大理设3个地面分课堂，约
400名中小学生代表参加现场活
动。

授课活动由中国载人航天
工程办公室联合教育部、科技
部、中国科协等共同主办，北京
航天飞行控制中心、中国航天员
科研训练中心、中国科学院空间
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中国空间
技术研究院等载人航天工程参
研参试单位提供支持。

空间站建设和运营过程中，
“天宫课堂”将持续开展太空授
课活动，进行形式多样、内容丰
富的航天科普教育。中国载人航
天工程办公室将持续通过媒体、

“学习强国”和载人航天工程官
网等平台广泛征集关于“天宫课
堂”的创意建议，欢迎社会各界
特别是广大青少年踊跃参与。

多位专家参与备课

据“天宫课堂”授课专家组成
员、北京交通大学副教授陈征介
绍：“多个领域的专家参与了‘天
宫课堂’备课，包括航天系统的专
家、高校教师与科研人员、中小学
老师等。天宫课堂开课前，航天员
需要反复测试保证实验效果，他
们把测试结果反馈给地面的专家
组，对内容进行反复确认和沟通。
大家看到的授课内容只有几十分
钟，但实际上准备过程很长。”

第三课有啥新意

本次中国空间站“天宫课
堂”与以往大有不同，不光是“主
讲老师”由神十四航天员乘组首
次担任，授课环境也有了很大的
变化。究竟有哪些不同呢？

“天宫课堂”的“讲堂”在以
往天和核心舱的基础上，新增了
问天实验舱，这样“太空教师”的
活动范围更大了，相应在直播当
中用到的摄像机机位和保障设
备变得更多，地面调度的操作也
更加复杂。

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信
调度原旭东说：“我们采用了问天
舱和天和舱两舱切换跟踪的模
式，每个舱都可以下传同样的摄
像机（图像），包括话音。通过两舱
的话音级联、图像下传，确保整个

（太空授课）图像话音流畅。

课程设置有啥讲究

“天空课堂”第三课内容精彩
纷呈，那么,什么样的实验项目才
能入选“天宫课堂”呢？中国航天员
科研训练中心航天员训练教员石
玉生介绍：“我们在选择实验项目
的时候，主要有以下几点考虑：第
一是天地的现象差异一定要显著，
第二是科学原理要清晰，第三是整
个的视觉效果要好，要具有传播
性，能够起到真正的科普效果。这
次授课，相比前几次授课有了进一
步的创新，首先就是航天员老师在
全新的问天实验舱段授课，演示天
地迥异的实验现象，进一步激发同
学们对于日常现象的思考；同时还
首次展示空间站植物研究项目的
科学实验操作，进一步展现我们国
家的空间站作为国家太空实验室
的强大科研能力。” 据央视新闻

“天宫课堂”怎么备课？
相关专家为您揭秘

“天宫课堂”第三课圆满结束。记者采访了有关专家，为您揭
露课堂背后不为人知的秘密。

记者 杨璐

生菜、小麦、拟南芥、水稻，
航天员们在太空中种的植物生
长情况如何了？“天宫课堂”第三
课中，航天员展示了问天舱内的
植物生长情况。问天舱内生菜和
小麦长势良好。就在不久前的中
秋节，三名航天员还品尝了由蔡
旭哲亲手种植的生菜。

在太空课堂上，陈冬直播
了空间站科学实验操作——— 采
集拟南芥样本。

“开启拍照！”“发送图片！”
通过语音口令，陈冬先给种植
孔中的拟南芥拍了照片，并将
图片传送给地面的科学家。

陈冬采集样品时，先把盖
子打开，拿上小剪刀，把样品削
出来放进冻存管中。这些冻存
管会放到-80摄氏度存储区，然
后带回地球交给科学家研究。

在问天舱的生命生态实验
柜里，除了拟南芥，还培育了另
外一种植物——— 水稻。

经过70多天的培育，“神十
四”航天员带上太空的水稻种子
已经长成了一棵棵水稻植株。

刘洋拿出了一个盒子，这
是生命生态实验柜，里面种植
了高秆水稻和矮秆水稻两种。

在水稻培育过程中，航天员们
发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

“在刚刚萌发的水稻叶尖
上，出现了一个晶莹的小水滴，
并且小水滴会越变越大，直到贴
到生长盒的壁上。”刘洋描述说，
这是水稻的“吐水”现象，在太空
微重力环境中更容易观察得到。

刘洋给天宫课堂上的同学
们留下一道思考题：你们在种
植水稻的过程中发现了水稻的
吐水现象了吗？是空间站上水
稻的水珠大，还是地面水稻的
水珠大？为什么？

空间站里的拟南芥和水
稻究竟肩负着什么样的科研
使命呢？航天员刘洋说，这个
实验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要实
现从“种子到种子”全生命周
期的培养。

据了解，该实验主要内容
包括：空间微重力条件下拟南
芥和水稻从种子到种子全生命
周期受到的影响和变化规律；
解析微重力调控长日和短日植
物开花的分子基础，鉴定微重
力作用的关键基因；解析长期
空间微重力条件下植物对空间
环境可能的适应性机制。

科学家们希望实验能解答
三个关键科学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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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20世纪50年代人类发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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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关注的问题之一。

此次实验选取的拟南芥和
水稻是两种代表性的模式植
物，前者代表双子叶、长日、十
字花科植物，很多蔬菜，如青
菜、油菜等都属于十字花科；而
后者代表单子叶、短日、禾本科
植物，很多粮食类作物，如小
麦、玉米等属于禾本科。

从8月到10月，我国空间站
里面种植的水稻、小麦都展示了
勃勃生机。“非常期待能够在中
间站收获我们自己种植的粮食，
说不定在不久的将来，在月球甚
至在火星，我们都能实现袁隆平
院士的禾下乘凉梦。”陈冬说。

太空水稻也“吐水”！
问天舱的水稻种子长成了一棵棵植株

葛相关链接

在中科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地面主课堂，学生们收看“天宫课堂”第三课。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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